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一山在急诊室工作。

王一山参与杭州亚运会医疗保障工作。 王一山上门为李奶奶换药。

5 月的第一个工作日，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新安装的智能耗材柜
前，急诊科护士王一山取了一个导尿护
理包，还不忘对着正在自拍的手机摄像
头说了句感受：“这也是我第一次用，操
作起来很简单。”

因为来不及整理刚下夜班的凌乱头
发，他特地戴了顶棒球帽，让自己看上去
精神点。

上午9时30分，是这名“95后”男护
士与患者陈大伯约好的上门服务时间。
作为一月一次上门更换导尿管的“被点
单护士”，一路上，他有些担心：“距离上
个月更换的日子已经有35天了，不知道
陈大伯导尿管的情况怎么样⋯⋯”

2022年底，浙江上线“浙里护理”应
用，用于满足“一老一小”、孕产妇、长期
卧床和术后康复患者等行动不便人群的
居家康复护理需求，将专业护理服务延
伸至社区及家庭。浙大一院“网约护士”
的第一单，便是王一山接的。

上 门 换 药 ，还 帮 助
77岁老奶奶洗头

第一次“点单”的是一名 83 岁老奶
奶，住在杭州市上城区闸弄口街道，在浙
大一院之江院区动完骨科手术，回家后
需要抽血复查，家人给行动不便的老人
在网上预约了上门服务。

王一山至今仍清晰记得第一次出诊
时心中的小忐忑。“进门怎么打招呼，如
何自我介绍，都和护士长商量了很久，还
要考虑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处理。”为
了做好准备，他甚至连见面时的呼吸都
曾反复练习。

上门要做的护理内容对一线护士来
说，已经称得上肌肉记忆。王一山说，医
院很早就探索“互联网+护理服务”，
2022 年组建了居家护理团队，加入“浙
里护理”后，护理部更加强调提升居家护
理服务的品质和内涵。

从第一次接单开始，王一山习惯每
次带两套材料包，“这样可以给自己增加
一些安全感，上门服务毕竟不像在医院，

患者的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要提前
考虑，做足准备。”

这回上门服务的陈大伯是王一山的
老病人。2023 年，68 岁的陈大伯肚子
胀得厉害，被紧急送进浙大一院急诊
科。也是从那时起，他就认识了护理自
己的这位白白净净的小伙子。

“每个月你都要换一次导尿管，如果
过来比较麻烦，可以手机上下单找我们
上门来换。”出院时，王一山对陈大伯及
其家人说。对无法下床的陈大伯来说，
叫车送医都要有人将他抬上抬下。住院
时护理的护士能上门给大伯换导尿管，
家人觉得再放心不过。

2023年年末，王一山第一次上门为
陈大伯提供居家护理服务。拔导尿管时，
他发现里面有很多絮状物和颗粒，于是耐
心地教陈大伯和老伴怎么护理，并一一叮
嘱，“有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找我。”

“小伙子态度很好，护理也很专业。”
换好导尿管后，陈大伯对王一山一通猛
夸，尽管戴着口罩，也能看出小伙子一脸
的不好意思。

上门服务，很多时候还不仅仅是提
供护理服务。前不久，王一山接到了 77
岁李奶奶上门换药的预约需求。几个月
前李奶奶不慎摔伤后脑勺，出院后，每隔
几天都要进行伤口清洗和换药。第一次
到家里去换药时，奶奶不停哼哼，一副很
不舒服的样子。

“问了才知道，奶奶摔伤快一个月，
没敢洗头，痒得难受。”王一山换完药后，
立马从“护士小王”变身“托尼王”，用纱
布沾水，一点点帮李奶奶清理结着血痂
的头发，原本 15 分钟便能结束的工作，
因为洗头，整整多花了1个小时。

“这些事我们可以不做，但看到老
人这么需要我们，确实做不到一走了
之。”王一山说，现在浙大一院参与“浙
里护理”的医护团队有 300 人，大家会
在微信群里交流接单经验，几乎每个人
都提供过“额外免费服务”，像测完新生
儿黄疸的护士会教遇到乳腺堵塞的产
妇如何通乳，“可能是出于护士的职业
习惯，看到病人难过，很多时候我们没

法拒绝”。

资深“山哥”，也曾崩
溃到嚎啕大哭

前几年，男护士因为稀缺，常被称为
护理团队里的“大熊猫”。2018 年入职

的王一山回忆，读书时，班上男同学就少
得可怜，男女生比为1∶10。

因为太惹眼了，每次上课他索性都
坐在第一排，让各科老师都记住了护理
专业这名叫王一山的男生。

实习时，因为原来整层病房没有一
名男护士，还有家属“呼朋唤友”地来参

观，健谈的家属还会直言他们的疑虑：
“你这个男生抽血行不行啊？”

近年来，医院男护士的队伍逐渐扩
大。在浙大一院，目前男护士团队共有
335 人，主要分布在重症医学、手术室、
急诊科、血液净化中心等科室，患者见到
男护士的机会越来越多。

入职浙大一院后，王一山一直在急
诊科监护室上班。遇到的病人多是高龄
和行动不便的老人及特殊情况的患者，
这对护理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翻身、垫尿盆⋯⋯这些都是护士们的日
常工作，“这种体力活儿更需要男护士。”
王一山说。

当然，只有体力肯定也无法胜任。
这里的患者可能随时出现危险，需要护
理人员拥有缜密的心思、沉稳的性格以
及敏捷的反应能力，才能从容不迫地处
理危急情况，压力可想而知。

作为资深护士，科室同事都爱称王
一山为“山哥”，里面也透着对他专业水
平的认可。其实，初来乍到时的“山哥”，
也有过因为压力崩溃到嚎啕大哭。

“任何一个失误，都关系到患者的生
命。这里不能犯错！”即便已经成为科室
护理团队的中坚力量，王一山仍保持着
高强度的学习节奏。王一山说，每次看
到病人在自己手上抢救回来了，都有一
种难以言述的职业满足感，也让他对这
份职业有了更深的自豪感。

“记得有次去学车，教练听说我是做
护理工作的，脱口而出‘做男保姆的’，那
段时间我不太好意思在别人面前提自己
的职业。”说完，王一山立刻又换了语气，

“现在别人再问，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自
己是浙大一院急诊科的护士。”

粉丝过万，带领同事
一起拍视频

“再顺，我就没笔了！”“遇见大花臂，
抽血的我傻了”“带大家沉浸式体验一下
约束手套”⋯⋯作为“95 后”，王一山爱
用视频记录自己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上，王一山拥有

过万粉丝，和传统医护的视频不一样，在
他的视频里，网友们看到的更多是诙谐
幽默。

“戴上约束手套后，第一个感觉是很
温暖，绑起来后感觉行动受到了限制。”
在体验约束手套时，躺在病床上的王一
山表情夸张地描述被同事戴上约束手套
的经过，一边说感受，一边给粉丝划重
点：“这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戴的，只有在
防止患者伤害自己或是医生需要无菌操
作时才进行的临时制动操作。”

王一山说，约束手套对急诊重症监
护室的医护来说，堪比“神器”，但很多病
患和家属并不了解也不理解，所以希望
通过这种有趣的亲历讲解消除大家对它
的偏见。

“最初做视频是在大学里。”王一山
说，他发现自己发布的视频下，网友的评
价里面有不少是对医学和护理专业的错
误认识，“尽自己的能力消除这些误解。”
王一山给做视频赋予了新使命。

在“山哥”的号召下，科室里的年轻人
纷纷加入，“大家的表现力都挺强，很多人
只是不好意思说。大家工作之余一起拍
些视频，可开心了。”所有视频都是在下班
后拍摄，王一山说，其实身体已经累了，但
一帮人在一起捣鼓，立马又兴奋了起来。

去年底开始，王一山把自己上门服
务的经过也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希望
让更多人了解、理解上门服务。王一山
说，自己上门服务的基本是老年患者。
他深感居家护理，护住的不只是老人们
的健康，还有他们的体面与尊严。

就在护士节前夕，王一山又制作了
一条视频，记录下自己和同事们最想在
节日里对自己说的话——

“祝护士节不用表演节目”“祝大家
夜班平平安安”“祝你饭点能准时吃上
饭”⋯⋯

祝福朴实而
真诚，就像王一
山说的那样：“我
们 未 必 光 芒 万
丈，但始终温暖
有光。”

专业护理延伸至家庭

王一山：上门服务的“男小护”
本报记者 朱 平 通讯员 王 蕊 江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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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旖波

在衢州新能源汽车“的哥的姐”的心
里有这样一个好地方：充电吃饭两不误、
休闲娱乐设备齐全、足不出“站”就能完
成工作对接⋯⋯这里是衢州市首个出租
车综合服务中心——汇邦汽车驿站，也
是全省最大的新能源运营车辆综合型充
电站。

为响应国家低碳出行、绿色发展的
号召，去年年底，衢州321辆巡游出租车
率先完成“油改电”。卸下蓝牌挂上绿
牌，许多出租车司机欣喜中夹杂着新焦
虑：充电桩够用吗？充电等待的时间怎
么度过？今年初，能够满足 182 辆车同
时充电的汇邦汽车驿站正式投运，不仅
解决充电难题，贴心周到的服务还让它
迅速成为了衢州新能源出租车司机心中
的充电首选。

汇邦汽车驿站为何能受到青睐？除
了充电桩多之外还有哪些过人之处？带
着这份好奇，我与开电车的同伴一道前
往打卡。

不仅仅是“大”

上午 11 时，汇邦汽车驿站门口，一
辆辆绿牌车在此汇聚，见此情景，担心抢
不到车位的我们加紧跟上车流。

很 显 然 ，我 们 的 担 心 是 多 余 的 。
这家总投资近 5000 万元，占地 1.09 万
平方米的充电站总体为“回”字型结
构，中间是 91 套一体式双枪充电桩，可
供 182 辆电动汽车同时快充，周边围了
一圈提供汽车配套服务的企业，我们
四处望了一圈，看到有网约车运营公
司、修车行、餐饮店、洗车房等。“看到
这么多空桩，我就有了满满安全感，充
电焦虑缓解了大半。”开电车的同伴止
不住地点赞。

“是不是还有很多跑车司机不知道
这儿？”明明是充电高峰时段，但充电站
内还有近一半的空桩，我们难免疑惑，

“这些都是快充桩，就算电车电量跑空
了，到这里充个半小时就够再跑大半
天。”汇邦汽车驿站负责人王胜慧解释
说，哪怕全衢州市的新能源出租车、网约
车司机都来这儿充电，前后只要稍稍错
开十几分钟都能找到位置，“目前站点每
日服务人数平均在600人次以上。”

充电的半小时里司机怎么度过？在
这个近26个篮球场大的充电站里，我们
跟着人流四处打卡。有维修需求的司机

会直接把车开到修车行专门为出租车、
网约车设置的快修通道，想洗车的司机
在 8 元一次的自动洗车房前排队，而更
多 的 司 机 下 了 车 就 直 奔 充 电 站 内 的
餐馆。

“娜妮（衢州话里的‘姑娘’）吃面还
是吃饭，吃面要等会儿，吃饭的话姨给您
多打点菜。”“那吃饭吧。”餐馆老板娘一
头利落短发，把记了一长串面食订单的
小本往兜里一塞，给我们打了一大盘菜，
拿着这盘菜我们与几位司机拼了桌。

都说新能源出租车、网约车司机有

“四难”：就餐难、停车难、如厕难、充电
难，我们向边上的司机询问情况是否如
此。“以前确实是这样，出租车有自己的
专用停车点，但保不齐会被别的车占用，
想找个位置停下上个厕所、吃个饭不容
易。”聊起以前那些困难，开了 7 年出租
车的郑利祥叹了口气，“以前每次出车心
里都像有根‘刺’，也不知道一天下来能
不能顺利，但现在这个充电站帮我把

‘刺’拔了。”
“我们 300 多人的同行群都建议来

这里充电。”同桌的司机纷纷表示，“大”

只是汇邦汽车驿站的优点之一，全面的
服务才是真正让它成为司机充电首选的
原因。在这儿，放下烦心事的司机们每
天都能“轻装”上路。

营造家的氛围

“要一起去司机之家打会儿台球
吗？”见大伙儿都吃得差不多了，网约车
司机刘圆圆提议，被勾起好奇心的我们
一同前往。

“砰！咚！”“你又赢了，老王。”刚踏

进司机之家，欢腾的气氛扑面而来，我
们也开始寻找“家”的元素。台球桌、按
摩椅、跑步机都已满员，自备午餐的司
机从冰箱中取出盒饭用微波炉加热，医
药箱多次被打开取药⋯⋯房间里，吐
槽、趣事、笑料不断，听得我们也笑了
起来。

氛围正热，衢州市总工会巡游出租
车工会主席刘卫剑拿着创可贴和感冒灵
颗粒走了进来，“大家今天还顺利吗？我
来给药箱补点常备药。”马上就有司机接
话：“天气开始热了，可以添些龙虎人丹
之类的防暑药。”也有司机提出新需求，

“如果能有一台乒乓球桌就更好了！”记
下他们的需求后，刘卫剑又挨个查看了
饮水设备、微波炉、冰箱、插座等，看是否
能正常使用。

司机之家是衢州市总工会联合柯城
区总工会出资建设的。“汇邦汽车驿站的
服务理念和总工会不谋而合，所以在项
目筹建前期，我们主动对接了运营方，共
同打造了这个一站式全天候服务司机的
阵地，希望能让这些常年奔波的‘的哥的
姐’在这儿能找到一些家的归属感。”刘
卫剑的办公地点就在司机之家二楼，他
没事就会下楼和司机们聊天，“我们还把
浙江衢州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等衢州
大型出租车管理企业拉来二楼办公，和
司机的距离近了，很多问题就都能靠前
解决。”

“暖心”是我们在“的哥的姐”口中听
到最多的评价，“之前我和很多同事在一
个单位工作了六七年，到头来还只是个
没见几面的网友，而现在有一个能让我
们聚到一起休闲聊天的地方，还能及时
帮我们解决困难，工作也变得有趣了。”
郑利祥说。

办公点搬进了驿站

中午12时，司机们都在享受午休时
光。这时我们透过窗户发现有一个人在
充电站里来回奔波。“这是入驻司机之家
二楼的衢州市天链星系技术有限公司的
技术员，负责出租车终端、计价器服务，
你想过去看看吗？”在刘卫剑的带领下，
我们在充电站里找到了技术员余健。

“我现在要去给出租车更新计价器
系统，你们可以帮我登记已更新司机的
姓名。”说着，余健递过来一本司机名
册。接着他点开手机微信里的“出租车

服务通知群”，群里新增的两条消息让他
的脚步再次加快，“又有两位司机到了，
我们先去B32号充电桩再去B68。”

当天上午，余健在群里发布了新一
轮的出租车计价器系统更新通知，系统
更新后将更便于出租车管理企业核实司
机的当日盈收。“衢州有268辆新能源出
租车，他们的计价器都在我和同事吴迪
手上更新，司机回来充电后只需在群里
把停车点充电桩编号告诉我们，我们能
很快‘上门’更新。”

拆下计价器显示屏、插入更新芯片、
同步系统、重新组装⋯⋯5 分钟后，出租
车计价器完成升级。对照司机岗位证，
我们在司机名册中找到车主姓名并让司
机签字。接下来，我们又赶到 B68 号充
电桩，给这里的出租车更新了计价器
系统。

余健手上操作不停，手机不时响起
微信收到新消息的声音，忙碌之余他还
哼唱起来。“我已经完成了 20 多辆车的
更新，没有这个站点前我们可没有这么
高的效率。”268 辆出租车来自不同的企
业，以前要更新余健他们必须几个公司
轮着跑，而司机们奔波的工作状态也让
更新工作很难一次完成。

“现在这种方式对我们司机和公司
来说也方便了很多。”正在 B68 号充电
的司机也加入我们的讨论。自从他所属
的衢州市公路运输有限公司在司机之家
二楼有了办公点，公司要司机填表开会
啥的小事情，都能在汇邦汽车驿站完成，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觉得太麻烦，反正回
来还能充电，时间上也不耽搁。”

与传统的充电站相比，汇邦汽车驿
站更像是一个给司机们打造的一个温
馨的家，不论是充电还是休息甚至还有
工作，他们都能在这里感受到生活的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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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好电的出租车驶离衢州市汇邦汽车驿站。

▶ 记者（右）在汇邦汽车驿站体验充电服
务。 本报记者 叶晓倩 摄

▲ 衢州市汇邦汽车驿站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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