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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办
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
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印发文件，公布
2024 年度“最美救护员”名单。浙江省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志愿服务队队
员、省红十字应急救护师、浙江顶望建筑
装饰有限公司员工沈俊作为十组救护员
之一入选，也是本年度浙江省唯一的全
国最美救护员。

沈俊2008年开始学习救护知识，到
如今已有105次的救护记录。他将自己
的私家车改为“急救车”，随时携带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遇到有人突发意外，
就能及时施救。他还利用空余时间，开
展普及应急救护培训 200 余场，惠及
8000余人。

面对荣誉，沈俊非常坦然。他说，这
份荣誉，是他代表所有浙江救护员获得
的，今后，他将以“全国最美救护员”为新
的起点，将更多精力投入这份挽救生命
的公益事业。

当时我会急救，悲剧
是不是可以避免

“杭州学院北路和石祥路交叉口发
生车祸，有人受伤！”与沈俊约定的采访
地点，就在他家附近，刚聊没几句，他手
机上“互联急救”客户端就推送来一条求
救消息。沈俊二话没说，马上赶往事
发地。

现场，电动车带人与网约车碰撞后，
后座人员倒地，多处受伤出血。

“我是救护员，可以帮助你。”表明身
份后，沈俊立即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对
擦伤和出血部位止血和消毒，对左臂异
常部位进行骨折固定，同时让伤者用右
手托住伤肢避免二次伤害。急救车抵达
后，他又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上车。

记者发现，整个救护过程，沈俊经验
老到、动作娴熟。

今年50岁的沈俊是企业管理人员，
并非医学科班出身。“我是普通市民，也
没有医学背景，以前和多数人一样，对急
救一无所知。”

热心于急救，源自一次遗憾的经历。
那是2008年的一个下午，沈俊的一

位邻居突然晕倒，家人急忙向周边的人
求助。沈俊看着邻居躺在地上一动不
动，很焦急，却束手无策，旁边围拢的人
也手足无措。120 急救车赶到时，邻居
的生命已经无法挽救。

“当时医生摇了摇头说，如果现场有
人懂得心肺复苏，及时抢救，说不定还有

救回来的希望。”这一幕，让沈俊印象深
刻。“当时我会急救，悲剧是不是可以避
免？”因为这件事，他萌生了学习急救的
想法。

当时，面向大众的急救培训较少，沈
俊询问认识的医生、护士去哪里可以学，
他们也不知道。直到2012年，他从电话
黄页簿上查到了杭州市急救中心的电
话，并找上门去。工作人员鲁美丽接待
了沈俊，并成了他的“领路人”。鲁美丽
评价沈俊：“他学习非常用心，悟性也很
好，骨折包扎、外伤应急处置、心肺复苏
等技能，都掌握得非常熟练。”

2013 年春，学会急救技能后，沈俊
开始参与各种急救，并加入红十字应急
救护志愿服务队。从刚开始只能为医护

人员搭把手，到后来独立开展现场急救，
他的经验越来越丰富。如今，他的空余
时间已和应急救护深度绑定——常常和
志愿者们一起，到学校、社区、公共场馆
等 场 所 为 群 众 普 及 急 救 知 识 和 急 救
技能。

快一点，再快一点，
为患者争分夺秒

2019 年，全国急救系统推出的“互
联急救”APP 正式上线，沈俊成为首批
注册急救志愿者。

“如果需要急救的患者被判断为危
重，调度中心在派救护车的同时，会将信
息推送到这个客户端，一公里以内范围

的志愿者可以点击是否接受指派。”沈俊
说，对于他，接受还是不接受，从来不是
选择题，只要有需要，他都会全力以赴。

第一次“接单”，在 2019 年 10 月 2
日。当时沈俊正陪家人在西湖边的青少
年宫玩，突然手机响起警报声，“患者距
我800多米，主诉是头晕。”

点击“接受”，全力奔跑，不到4分钟
沈俊就抵达现场。幸运的是，游客只是
因为玩了游乐设施后感到晕眩。很快，
救护车也到了，医护人员评估基本无碍
后，沈俊才和家人一起离开。

105 次，这是迄今为止，沈俊在“互
联急救”APP 上的现场救护记录。“实际
急救的次数更多，这 105 次是跑赢了
120，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实施的救助记

录。”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说。
这些救护记录，涉及车祸、摔伤、骨

折、心脏骤停等各类事件，其中心跳呼吸
骤停现场成功心肺复苏 1 例，救护骨折
伴大出血 32 例，妥善处置癫痫等急症
16 例。沈俊回忆，这些急救中，最惊险
的是那次成功的心肺复苏案例——一位
60 多岁的老人突发心梗晕倒。“我抵达
现场后，为老人做了近5分钟心肺复苏，
直到救护车赶来。”因为精神高度紧张，
当医护人员接手后，沈俊瞬间放松下
来。当时，他的双手仍止不住地抖，全身
大汗淋漓，浸透了衣服。

之后，为了能随时提供救护服务，他
还将私家车改为“急救车”，后备箱里常
备有 AED、急救箱、急救包、纱布、三角

巾、碘酒、冰袋等急救用品。
“快一点，再快一点，就能为患者争

分夺秒。”沈俊说，这些年，最让他动容的
是，每当喊出“我是救护员”时，现场担忧
的哭声、紧张的叫喊都会停下来，“大家
的信任，是我坚持的力量！”

希望教更多人学会
急救技能

“缘源圆”，是沈俊微信朋友圈的签
名。他说，缘是缘分，有需要的时候，刚
好在场；圆是圆满，是家人的理解和支
持；源是源源不断，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
加入急救志愿者行列。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希望教
更多人学会急救技能。”2015年，沈俊开
始从事急救培训工作。此后近10年，在
红十字会、卫健部门的支持下，他走进
30 多个社区和 150 多家单位，累计开展
普及应急救护技能培训200余场。因语
言朴实，又有大量参与救援的案例，沈俊
的课很受欢迎。

特别是，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女儿沈
宇彤也成为一名救护员，目前已有 5 次
现场救护记录。

除了救护培训，沈俊还参与跟应急
救护密切相关的志愿服务，每月固定到
省科技馆宣传普及急救知识。为马拉松
赛、自行车赛等各类赛事和活动提供救
护保障服务，至今已有 30 余场，现场处
置伤病员300余人次。“每次只要有活动
发出来，沈俊准第一个报名。”省红十字
会 应 急 救 护 志 愿 服 务 队 负 责 人 孙 文
澜说。

作为浙江省 200 多万名救护员的
优秀代表，沈俊先后获得“杭州好人”

“浙江省最美救护人”等荣誉。奔跑救
人的路上，他也深刻感到了应急救护公
益事业的新气象：这些年，浙江高度重
视应急救护工作，在教育、交通等 20 多
个领域深入实施“救在身边”专项行动，
广泛开展应急救护培训，配备应急救护
设施设备，仅从 2021 年至 2024 年 9 月
底，全省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2012.58 万
人次，培训应急救护持证人员 245.28 万
名，公共场所 AED 配置率达到 5.9 台/
万人，乡镇（街道）应急救护培训基地覆
盖率达91%。

“荣誉是起点，我将一如既往地参与
现场急救，为大家普及急救知识。”沈俊
也期待着，未来可以涌现越来越多“最美
救护员”，危急时刻，能够挺身而出、挽救
生命。

杭州市民沈俊入选全国最美救护员

他 105 次跑赢 120
本报记者 王晨辉 通讯员 张亚东

“升级改版之后，第三枚火箭的部
件会更精简，技术也更硬核，打算明年
发射。”这阵子，严弘森又忙起来。每天
放学回家写完作业，他便一头埋进“火
箭工作室”，为明年的火箭发射做准备。

不久前，这位来自绍兴市元培小学
的 11 岁“小孩哥”成功发射了第二枚自
制火箭——“森行号一代箭”。自己设计
发射控制系统、绘制焊接电路板、用碳纤
维材料 3D 打印外壳⋯⋯严弘森制作的
一米多高的黑色固体燃料小火箭发射至
150 米高空。这一系列过程在某直播平
台引发了 200 多万网友围观，大家直呼

“牛娃”。凭借出色的创造力，今年8月，
严弘森还斩获了 2024 全国青少年航天
创新大赛一等奖，成了众多小学生的
偶像。

火箭点燃心中梦想

严弘森有些内向，记者见到他时，他
扑闪着一双乌黑有神的大眼睛，和记者
打了声招呼，便开始低头摆弄火箭模
型。然而，一旦触及火箭，他就打开了话
匣子：“这是发动机、主控、单片机，还有
储存模块、角度传感器⋯⋯”每一个零部
件，他都了如指掌。

爱上火箭，源于一次无心插柳。4
岁那年，严弘森的父母带他前往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参观，他亲眼看到火箭如巨
龙般腾飞升空的那一刻，被深深触动。
火箭的尾焰划破天际，也点燃了他心中
的梦想——未来，要亲手造一枚属于自
己的火箭。

此后，严弘森就停不下来了。他缠
着父母买各类火箭模型，追着看航天纪
录片，打卡各地航天科技馆⋯⋯

不仅如此，他还带动了不少小航天
迷。班主任老师劳春燕回忆，二年级时，
平日里话不多的小家伙竟然主动找到老
师，要求给同学们讲课。“中国航天日快
到了，我想给大家上堂航天科普课。”稚

嫩又认真的模样让劳春燕十分意外。
严弘森不仅自己做 PPT，还带来了

火箭材料和自制小零件，与同学频繁互
动起来。“太空站是什么材料制成的?神
舟号飞船由几个舱段组成？”小老师讲
得有模有样，40 名同学也听得津津有
味，完全没有想下课的意思。直到下一
堂课的上课铃声响起，严弘森才草草
收尾。

“这叫长征五号？这是长征三号！”
凭着对航天知识的长期积累，2022年暑
假，严弘森参观在西藏“藏域星球”天文
体验馆时指出科普视频中的错误，获得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官方微博“点赞”，
还登上央视《新闻1+1》。

那一年，严弘森在本子上画下了一
幅火箭设计草图，向爸爸严炬耀宣布了

“造箭计划”。
为了给严弘森提供一个施展拳脚

的创作空间，严炬耀将客厅的沙发搬
走，改造成一个工作间。平日里，严弘
森经常在电脑前忙碌，或绘制设计图、
或测试电路、或封装模版⋯⋯父母则在
一旁陪伴着他，一起面对困难，分享成
功的喜悦。

同时，学校也借助越城区教体局建
设全国首批科学教育实验区的相关工
作，联合当地科技馆、科协等机构，为严
弘森提供更多元的实践机会和学习资
源。“我们还聘任他为小讲师，专门设立
了工作室，帮助孩子实现航天梦。”元培
小学校长阮秋萍介绍。

每天钻研两三个小时

在玩火箭这件事上，严弘森投入了
百分百热情。

研制一枚火箭，涉及航天学、空气动
力学、燃料学等知识。严弘森的父母都
是文科生，对火箭一窍不通。平时，严弘
森通过上网络课程、看视频教程等方式，
自学航天基础理论、电子线路设计等相

关知识，每天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钻研
火箭。

去年，他耗时 10 个月研制出第一
枚测试火箭，并在暑假期间发射。然
而，火箭升到高空后出现故障，降落伞
没有自动打开，火箭没能实现回收。但
严弘森没有灰心，很快找到了症结——相
关材料的隔热性能欠佳，在飞行中，发
动机的高温将电路板烧坏了。通过复
盘总结，他将箭身外壳换成耐热性及强
度更佳的碳纤维材料，并对发动机与火
箭衔接处用铝合金插销件进行加固。
这为第二枚火箭的成功发射打下了扎
实基础。

解决了硬件问题，设计火箭发射控
制系统成为又一大挑战。“最喜欢的就是
航电系统，最头疼的也是它。”凭借着一

股子执着劲，严弘森一面自学一面攻克
难关，用一年多时间写下800行代码，设
计出一套发射程序，用于控制火箭的运
行状态。有时碰到困难，便让“助理”严
炬耀帮他在网上求助。

没想到，严炬耀在网上找来的帮手
还真不少。因无法确认一段代码是否正
确，通过网络发帖询问，严炬耀联系上了
曾参与“长征六号”运载火箭设计、现为
某创业公司 CTO 的刘玉麟。他花了半
个月时间，帮助严弘森排查代码中的问
题，最终订正了错误。

时间来到新学期开学后，一枚黑色
小火箭静静矗立在绍兴棒（垒）球体育文
化中心附近一处空地上。伴随着一旁帐
篷“指挥部”传出的“发射”口令，火箭骤
然升空。

“开伞呀！”眼看下降的火箭迟迟没
有打开降落伞，严弘森眉头紧锁，焦急地
喊出声来。所幸，火箭在空中缓缓下降
一段距离后顺利开伞。“成功了！”严弘森
激动得跳了起来。

好奇心打开创新之门

发射成功没多久，严弘森又投入新
一枚火箭的研发。当记者问起这枚火箭
的具体发射时间，严弘森并不着急。“慢
慢来呗。”他说，原先火箭通过多个模块
线束衔接，增加了很多重量，非常麻烦，
现 在 要 把 所 有 模 块 集 成 在 3 块 电 路
板上。

他用行动证明，年龄并不会成为限
制创造力的枷锁，好奇心是打开创新之

门的钥匙。
在严弘森眼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宝

贝。“先捡着，万一哪天用得上。”他经常
和同学在学校里捡一些废弃的笔芯、小
弹簧、小石头，这些都被他当成零件，拿
回家用于组装成火箭和飞机模型。

除了“捡破烂”，严弘森还喜欢拆卸
和改装，他将爸爸的点烟器改造成小夜
灯，把电视机装成显示器，利用编程制作
小游戏和班级管理神器⋯⋯这些成长过
程中的小细节，都被严炬耀悉数记录在
社交媒体账号里，“不懂航天，但能陪伴，
他喜欢就放手让他去做。”

“最初听他说想造火箭，只当一句玩
笑话。”让严炬耀没想到的是，两年前孩
子讲述的计划，如今都在一步一步变成
现实。

有时候累了，严弘森会拉着爸爸嬉
闹一会儿。“他说好玩 10 分钟，一会儿
看表到点了，他就会认真地告诉我，不
玩了，得造火箭去了。”严炬耀说，碰到
瓶颈时，孩子免不了会懊恼、焦躁，但往
往很快就能调整好状态，继续前行。

劳春燕说，严弘森不仅是个“学霸”，
对未来也有着清晰的认识和规划，俨然
一个小大人。比如他会在放假前早早安
排好行程，以航天基地为中心，计划近期
的活动圈。这些年，他已经打卡了全国
30多家航天科技馆。

虽然，严弘森研制的低空探索小
火箭，与真正火箭的制作过程、升空原
理相似，但严弘森十分清楚，自己只是
小打小闹。他定下了短期目标，在小
学 阶 段 一 年 研 制 一 枚 火 箭 。 更 长 远
些，他计划考入“国防七子”（工业和信
息化部直属的七
所高校），进行系
统的学习。

他期待着，有
一天，能够将自己
制造的火箭送上
太空。

11岁绍兴男孩自学航天知识自写代码

“小孩哥”造火箭，200万网友围观
本报记者 王 佳

（左）严弘森。（中）严弘森自制的“森行号一代箭”发射现场。（右）严弘森在家研制火箭。 受访者供图

沈俊参与急救科普活动。

沈俊在足球赛中帮运动员疗伤。

沈俊为路上意外受伤的群众急救。 本文图片由浙江省红十字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