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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李庆年

5月15日，由7名志愿者组成的青岛慈善爱
心护理队乘坐飞机，赴尼泊尔地震灾区进行对
灾民的后期护理工作，成为青岛首支赴国外执
行国际救灾任务的民间护理队伍。

“我们身在国外，一举一动不再代表我们
个人，而是代表中国人，代表国家的形象和尊
严，我们一定会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地完成这
个使命。”这样的使命感召下，队员们完成任
务，于5月24日凯旋青岛。

真情打动尼泊尔友人

在脊椎康复中心收容的伤员中，有位15岁
的尼泊尔小姑娘，叫马琳达。在“4·25尼泊尔
大地震”中，她脊椎受伤，一个多月以来一直
躺在病床上。抵达尼泊尔当天，女队员姜红艳
和万瑛看到马琳达的头发多日未洗，就准备给
她洗头，没想到却遭到了马琳达的一口回绝。

看到这种情况，两位队员十分着急。姜红
艳说：“如果长期不洗的话，气味很容易招来
苍蝇，对伤口造成二次感染。”

是什么原因让马琳达拒绝呢？咨询当地人
后，队员们才知道，尼泊尔当地的风俗习惯不
接受外国人给他们洗头、洗澡。队员就反复沟
通不洗头将带来的危害，还示范给小马琳达
看。女队员的热心终于打动了马琳达，答应让
她俩帮助洗头。洗完头，马琳达摆脱了多日的
烦恼，一个劲儿感谢。

就这样，从马琳达这儿，队员们打开了康

复中心伤员们的心扉，几十名尼泊尔患者一边
排着队，一边说着“China”，希望爱心护理
队帮他们洗头、洗衣、直至洗浴全身……5月
18日是青岛慈善爱心救援队赴尼泊尔抗震第三
天，救援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和突破，当看到自
己被尼泊尔友人完全接纳时，队员们忍不住热
泪盈眶。

“尼泊尔当地的风俗很淳朴，老百姓平时
都光着脚走路，长年累月他们的脚上有很厚又
很坚硬的污垢，一个人洗下来要洗一个小时，
去掉好几层污垢。”李沧区社会福利院护理部
主任姜红艳说，但几天下来，队员们从来没有
喊过脏和累。

5月18日当天，队员共为受灾群众洗澡2
人、洗脚25人、按摩9人、剪指甲5人。伤员的
认可大大提高了队员的工作量，从早晨到中
午，队员一个接一个地为伤员做康复按摩、洗
头洗脚、剪指甲……累得满头大汗，几乎没有
喘息的时间，甚至连水都没喝上一口。队员们
当天下午2点才吃上饭，又接着为伤员们搭建
帐篷。

同样在尼泊尔抗震救援的英国人、土耳其
人都向队员们竖起了大拇指。全国长照联盟的
负责人也握着队员们的手说：“没想到，青岛
小分队做到了！”

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尼泊尔当地有1600多名伤者，大部分都
是以脊椎受伤、高位截瘫等重伤为主，我们7
位队员被安排护理93名重伤者。”队长郭盛刚
介绍，队员们每天都是在北京时间早上6时准

时起床，简单吃完早饭，就开始一整天的忙
碌，一直到北京时间晚上10时许，在夜间还会
进行两次病房巡视，以防有患者出现情况。

这样，一天下来，每位队员需要照顾十多
名伤者，工作时间在14小时甚至更长。除了清
洗头和脚，护理队员还帮病人翻身和按摩、整

理床单、消毒饭具，休息时，还主动参与搬运
病床、接送伤员、搭建帐篷等工作。

由于工作忙，队员每天只能抽时间吃一碗
泡面，啃几口面包。“那边天气比较热，只能
携带一些饼干、方便面、面包等容易保存的食
品。由于携带的物资有限，到最后两天，矿泉
水已经没有了，饮用水很紧张。”郭盛刚说，
当地的水很浑浊，水中有青苔、小虫等杂质，
物资紧缺的两天，他们只能靠饮用这些水解
渴，好几名队友晚上拉肚子睡不着觉。

舍小家 为大家

据了解，这7名志愿者，是青岛慈善爱心
护理队从120位具有护理资质的义工中选拔出
来的，队员绝大多数具有高级护理资格，有的
还是心理咨询师和社工师。此行，青岛市慈善
总会和市养老服务协会筹措近20万元，购买救
护所需的药品等物资。

此次奔赴灾区，主要进行灾区第三阶段救
护任务，即伤员的日常照护。“全国长照联盟
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我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设立
了指挥部，我们以此为联系点。”郭盛刚说，
护理队到达加德满都后，在当地最大的康复中
心，对中心内因灾难导致高位截瘫的患者进行
生活照料。

在尼泊尔期间，爱心护理团队的队员们时
刻都面临着生命危险。7个工作日中，队员们
遇到了3次余震，其中有一次震级为5 . 9级，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队员张大伟还心有余悸，“刚
要对伤员进行健康护理，康复中心一屋子患者，
能动的全部跑出去了，原来是有余震了。”当天，
队员们迎来了100位伤员的转入。

舍小家，为大家，让大爱行天下，是全体
队员的共同信念。在尼泊尔做护理救援期间，
每个人都和远方的家人互相牵挂。

队员万瑛的孩子马上就要面临中考，之前
都是万瑛照顾，离开后，孩子多少有些不太习
惯。对此，万瑛很坦然：“来参加这次护理救
援任务是我的心愿，家里很支持，丈夫说家里
的事交给他了，孩子也说，妈妈，你放心去
吧，学习上没问题。”

首支赴国外执行国际救灾任务的民间护理队伍凯旋

“让大爱行天下”

□记者 高铭君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我回来了！还是家里

好，心里踏实，天气也舒服。”5月19日下
午，随中国红十字总会国际救援先遣队入尼
泊尔救灾的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李延
照平安归来。

历时21天的救援赈灾任务结束，李延照
迈着疲惫却轻松的步伐走出机场。李延照于4
月28日启程奔赴尼泊尔地震灾区，有别于以
往的赈灾搜救工作，他所在的团队此次主要
进行赈济和医疗工作。

李延照介绍，21天的赈灾救援工作分
为两部分：5月4日之前，救援队负责培训
尼泊尔当地志愿者，并带领志愿者在加德
满都古地四周为受灾民众搭建帐篷；5月4
日之后中国救援医疗团队踏足离震中最近
的名为Salyanter地区。“那是所有国际组
织都没到的地方，也是距离震中最近，最
危险的地方。在那里安营扎寨以后，截至

5月1 7日，我们的救援队已救治灾民3 0 8 0
人。”

李延照说，当时正值尼泊尔高温的夏
季，最高的一天，室外温度达到了49摄氏
度。高温天气下，简陋的作业环境也为赈灾
救援工作带来了挑战。而最大的困难是外部
资源的协调，“尼泊尔国家体系与我们不
同，所以不能按照我们的常态思维去想，都
要试探性地去做。”

一趟救灾下来，让李延照感触最深的是
尼泊尔民众对生活的态度。他说：“我们国
内政府会作大量的安抚和灾后重建工作。他
们那边的民众都不怨天尤人，没有任何人帮
忙，自己就在进行灾后的重建。可能他的宗
教信仰让他们对生活，对发生灾难都看得很
平淡。我们去了以后感觉就好像是他们没有
在着急，着急的是我们。”

因在执行任务中表现突出，李延照被尼
泊尔人称为“全能队长”。

扎营尼泊尔“震中”救治灾民

李延照被誉为“全能队长”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0日，青岛市第四届大学生

科技节开幕式在山东科技大学（华东）校区举行。
开幕式上，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德翔围绕“创业、创新与团队建设”，就当代年轻
人如何借助平台实现梦想为大学生们作主题报告。

本届活动主题是“创新引领未来 创新圆我梦
想”。在4个月的时间里，科技节将举办青岛市大
学生全民科学素质知识大赛、青岛市大学生智能车
竞赛、青岛市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青岛市大学生
程序设计大赛等几十项科技创新类活动。

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是由青岛市科协、青岛市
委高校工委、共青团青岛市委、青岛市科技局共同
发起举办的，自2009年起已成功举办了三届。

青岛第四届

大学生科技节开幕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整合原青岛市

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和青岛市12319服务热线管理中
心建立的青岛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平台，近日
投入运行。

平台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整合城市管理领域
信息资源，重点打造“一线一网一平台”，着力构
建“多头采集、一口处置、上下联动、监督有力”
的城市管理新模式。

“市民有市容景观、环境卫生、园林绿化、防
雪防汛和城管执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平台反映或
投诉。”青岛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到信
息后，平台工作人员将在第一时间实地核实，确定问
题后快速予以处理，整个过程不超过6个小时。

平台还在市南区、市北区、李沧区和崂山区建
设了450多人的信息采集员队伍，定时进行巡查，
查找城市管理问题。

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平台启动

□记者 高铭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20日，海信集团与青岛公交

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共同组建“国
家城市道路交通装备智能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共
交通信息技术研究所”，旨在突破智能调度、高清
车载视频、安全应急、客流采集分析、行车计划优
化等行业难题和核心技术。

青岛海信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交通运输管理
事业部总工程师牟三钢介绍，通过本次合作，智能
调度系统升级版将于年内在青岛实施完毕，智慧公
交云平台也将在2016年完成建设，实现青岛公交集
团1万台车辆大规模应用的需求。同时基于对历史大
数据的分析和计算，实现发车方案的优化和公交车
利用率的提升，在车辆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提升公共
交通运行效率。预计在系统实施后，将平均减少15%
左右的乘客平均候车时间，降低事故率20%以上。

公共交通信息技术

研究所成立

图为队员们在
尼泊尔护理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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