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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松江人

□记者 彭璐

他是上海市第一批定向培养的乡村医生，

也是土生土长的石湖荡镇新源村人。学成归

来服务家乡人，他用热忱之心和精湛医术守护

着乡村居民健康，十一年如一日，他就是石湖

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村医生沈慧。

扎根基层 奋斗青春
“当初得知有定向培养的机会，我就决定

报考试试。乡村医生是最贴近农民的健康守

护人，年轻人就是要到基层多锻炼。”谈及自己

学医的初心，沈慧坚定地说。

2010年，沈慧从上海健康医学院毕业，20出

头的他被分配到石湖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

作。他负责服务的新源村人口近2000人，这其

中包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肿瘤、精神疾

病等重点人群。除了完成日常的门诊工作，沈慧

还需要定期上门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治疗、康复、

健康宣教、用药指导等服务。

村里的叶老伯因患脑梗长期瘫痪在床，大

小便不能自理，需长期留置导尿。每次更换导

尿管都让老人家属犯愁。面对叶老伯家属的

求助，沈慧二话不说就承担起为老人更换导尿

管的任务。不论刮风还是下雨，沈慧都定期上

门服务，嘱咐家属做好居家护理，这样一干就

是一年半。

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心。为了提升服务质

量，沈慧还自学心理学，努力提升医患沟通技

巧。陈爷爷是个老病号，隔三差五就要去医院就

诊，由于脾气差，医护人员都“怕”他。沈慧却主

动与他亲近，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陈爷爷不仅

愿意配合治疗，而且逢人便夸赞沈慧是个好医

生。大家都好奇沈慧是如何做到的，他表示自己

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多了一些耐心和理解

而已。“我们一个亲切的微笑、一个鼓励的眼神、

一句温暖的问候、一个搀扶的动作有时对于患者

来说就是一剂良药。”沈慧说。

学无止境 学者无涯
对沈慧而言，选择了做医生，就是选择了

一份终身学习的职业。除了在医患沟通技巧

上下功夫，沈慧也在不断提升个人医疗业务

水平。

参加工作后，沈慧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自

学，不仅完成了本科教育，还顺利通过了执业

助理医师、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取得全科医师

中级技术资格。为了让村民享受到三级医院

一样的优质服务，沈慧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的

松江区第二届“市一导师制培养”项目，选修呼

吸内科及消化内科，希望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

社区医疗工作中。

“肯吃苦爱钻研，从不抱怨工作上遇到的

个人困难。”这是石湖荡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支部书记王峰对沈慧的评价。在各种课题

研究试点和技术比武活动中，总能看到沈慧的

身影。他积极投身于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病分

级诊疗工作，有效推动慢阻肺病患者的社区防

治；他通过学习掌握了无创机械通气设备的操

作方法并运用于临床，提高了社区呼吸衰竭及

呼吸系统疾病终末期病人治疗的有效率。

2016年，沈慧在上海市基层卫生岗位练兵和技

能竞赛中获得“农村全科医疗组”二等奖，并荣

获“上海市基层卫生技能标兵”称号。

医疗援滇 千里帮扶
2019年 6月，在得知自己所在单位需要派

两名医务人员至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进

行医疗帮扶后，沈慧主动请缨。技术水平过硬

的他顺利通过了选拔，不远千里奔赴云南的大

山深处。

“去之前总觉得援滇工作孤独难熬，到了

以后才发觉时间紧迫，我要用己所学，尽己所

能去帮助他们，不浪费每一天。”援滇期间，沈

慧将对家人的思念转化为工作动力，在勐阿镇

中心卫生院积极展开教学查房、病例讨论、授

课讲座等相关工作。

当发现当地的脑卒中发病率高与房颤未给

予规范治疗有关时，沈慧立即开展了脑卒中患

者的规范化抗凝治疗工作。首位接受抗凝治疗

的毛先生年仅36岁，患有房颤多年，属于脑卒中

高危人群。在接受一段时间的抗凝治疗后，他

的病情得到很好的控制。毛先生拿出家中一盒

珍藏多年的茶叶要送给沈慧表示感谢时，他婉

言谢绝。“我来这里就是为大家健康服务的，这

是我的荣幸，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沈慧说，在

他的全情投入下，当地许多脑卒中高危人群被

纳入抗凝管理，脑卒中发病率得到了有效控制。

抗疫有责 责任如山
去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刚从云南

回来不久的沈慧立即向单位申请加入抗疫队

伍。“我是党员我在前！”身为一名共产党员，

沈慧深知，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他义无

反顾。

疫情初期，高速公路道口是防控的主阵地，

沈慧和同事们在枫泾道口24小时轮番值守，对

所有入沪车辆进行防疫筛查，坚守了2个多月。

测体温、询问流行病学史、核验健康信息表、发

放健康提示单……即便是在寒冷的冬天，连续8
小时的“作战”也常常让他满头大汗。

道口值守任务解除后，沈慧又马不停蹄地

投入到集中医学观察点的工作中。在那里，他

不仅承担医生的职责，还要协助做好入境人员

流行病学调查、办理入住手续及解除观察手续

等工作。工作强度大，感染风险也大，每天工

作十多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最忙的时候，沈慧

一个月里有25天都在观察点驻守。

“结束医学观察的人员要离开观察点时，

很多人亲手写感谢信给我，那一刻，我觉得再

辛苦也值得。”沈慧欣慰地说。

本报讯（记者 彭璐） 近日，

2020年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市级示

范点”“特色项目”名单公布。松江

烈士陵园、朵云书院广富林店获评

市民修身行动“市级示范点”，“上海

之根、修身立德、人文行走”项目获

评“特色项目”。

松江烈士陵园是上海市第一批

红色旅游景点之一，也是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市级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和市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一期设

有纪念馆、墓区、碑林区、纪念广场等

功能区，2000平方米的祭奠广场可

同时容纳一千多人举行祭扫仪式。

今年清明节，二期上海消防英烈纪念

园开放，这也是目前全国唯一的集中

祭奠消防英烈的场所。

陵园每年接待数万人次前来祭

扫缅怀，并组织开展各类主题修身活

动，探索形成了“军徽耀丰碑”义务植

树、红色文化牵手非遗文化、“小手拉

大手”亲子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行

走·阅读”活动、听军休爷爷讲故事、

“为烈士寻亲”、“画笔下的红色传承”

等一批红色修身品牌项目。

朵云书院广富林店坐落在广富

林文化遗址内，是一家以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书香根脉为特色的新型

多元文化空间。书店内备有各类文

史社科、书画艺术、生活休闲图书

6000余种，并特设由二十多种珍稀

古籍版本组成的松江历史文献专

柜。开业以来，朵云书院广富林店

先后打造了读书分享、沙龙讲座、新

书签售、艺术展览等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市民修身活动，为推广“全民

阅读”积极贡献力量。

“上海之根、修身立德、人文行

走”作为区教育局打造的品牌项目，

同时汇聚了区文明办、区文旅局、松

江大学城高校等单位的力量，在逐年

推进中实现修身“六个一”，即开发一

条新路线、制作一份行走地图、制作

一本学习手册、张贴一组人文行走二

维码、录制一组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

资料、组建一支导学志愿者队伍。

2018 年起，区教育局充分整合

区域特色资源，相继推出“寻根历

史”“多彩高校”“阅读建筑”“茸城丰

碑”等人文行走路线，让广大市民在

行走中打卡学习。与此同时，市民

还能通过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收听

音频，足不出户参与线上人文知识

修身学习。项目每年组织发动超过

3000名市民参与修身行走活动。

截至 2020年底，全区建成市民

修身基地示范点 40个、市级示范点

7个、市民修身特色项目4个，建成1
家区级志愿服务指导中心、17家社

区志愿服务中心、“上海志愿者网”

实名注册志愿者 47万余人、志愿团

体达 1600多个……“十三五”期间，

松江区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主线，以加强公民思想道

德建设为根本，聚焦“文化寻根、文

明修身”，从文化传承、价值引领和

实践养成三方面广泛开展市民修身

行动，越来越多的市民在修身正己

中不断提升，遇见更好的自己。

未来，松江将积极落实市文明办

“十四五”市民修身行动部署，持续擦

亮“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松江建

设的精神底色，为建设独立的长三角

综合性节点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高雨 摄报） 6月12日是“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

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岳阳街道 2021 年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在醉白池公园举办。

此次活动以“人民的非遗，

人民共享”为主题，岳阳街道充

分利用辖区传统文化资源，开展

“我和顾绣有个约会”体验等活动。

“我和顾绣有个约会”是岳阳街道

的品牌活动，自2017年起已连续在醉白池公

园顾绣体验馆开展活动。今年结合与醉白池公园合作

的“非遗进公园·寻踪拾遗”系列活动，邀请了中国第一

批国家级非遗项目顾绣上海代表性传承人、中国首届

刺绣艺术大师、第一届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上

海市工匠钱月芳和她的徒弟们为市民教授顾绣

技艺，向大众宣传顾绣的历史、渊源、特点及技

艺等。

现场，钱月芳展示了各色丝线以及劈线手

法，令在场的市民深刻感受到了顾绣所需的精

湛技艺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保护项目，顾绣是松江

的骄傲，今后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扎根社区，让更多

的社区居民了解顾绣的非凡魅力。”岳阳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

□记者 金晨旭

一人、一车、一手机，接单、送货、跑小区，

日日穿梭于大街小巷是“快递小哥”刁广钱工

作的常态。作为一名京东快递上海松江营业

部普通的快递配送员，刁广钱在平凡的岗位

上，用热情和负责感动客户，用细致和周到收

获肯定。近日，永丰街道金色华亭小区和金地

艺境小区的业主们接连为他送上了两面充满

敬意和谢意的锦旗，点赞刁广钱七年如一日对

工作兢兢业业、对客户贴心服务。

“日行千里，使命必达，从小刁变老刁，亲

如一家。”金地艺境社区的业主们这样评价刁

广钱。刁广钱自 2014 年 5 月加入京东快递以

来，始终把服务好客户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

把准时送达牢牢刻在心中，服务热情、勤勤恳

恳，从未动摇。

“喂，刁师傅，我的快递找不到了，怎么没

在指定位置呀？”去年疫情期间，为减少接触，

快递只能配送到小区门口，一天晚上近 8 时，

金地艺境小区 41号楼业主俞女士根据短信提

示，来到快递点拿取快递，却怎么也没找着。

俞女士随即拨通了刁广钱的电话。令俞女士

没想到的是，刁广钱二话没说驾着自己的电

瓶车赶来。

“可能是被其他邻居或者快递员移动到了

别的位置上，我们最后在另一个快递架上找到

了快递，好在虚惊一场，但是刁师傅没有任何

怨言。”俞女士回忆道。

刁广钱总是认真对待每一个快递，用心

回应每一位客户。“有一次，我母亲在京东上

买了米、油等重物，刁师傅送到时发现没人，

便给老人家打电话，母亲试着问他能否送到

我这边，刁师傅毫不犹豫就同意了。”金地艺

境小区 5 号楼业主谈女士补充道，“当时是大

冬天，天寒地冻，母亲和我虽然同住一个小

区，但门栋间其实有点距离，他本可以放在

家门口，但最后还是有求必应，这样的事也

远不止一两次。”

作为快递员，刁广钱发自内心喜欢这个职

业，为了快递能安全准时送到，他下足了功夫，

尤其是配送冷链食品时，他总会同时准备一个

保温箱，等到客户取出货物后，再折返将保温

箱取回。“细心、周到的刁师傅还是一个暖心、

走心的人。”金地艺境小区 10号楼业主许女士

告诉记者，自打自己有了宝宝后，刁师傅配送

包裹时就不再按门铃了，他总是把快递悄悄放

在门口，然后微信上进行通知，避免休息中的

宝宝被门铃声打扰。

忙碌的工作之余，刁广钱还不忘向社区居

民施以援手。不管是帮搬重物上楼，还是顺手

帮扔掉暂放在家门口的垃圾，他总是努力做好

分内和分外之事。刁广钱用实际行动服务、感

动着业主们，但面对大家的褒奖和感谢时，他

却说：“我们快递员派送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包

裹，更多的是一份份信任和责任，这是我的职

责所在、价值所在，这是我应该做的。”

上海市民修身行动“市级示范点”
“特色项目”名单公布

松江两基地一项目入选

十一载无悔医者路
情为民谱写生命曲

——记2020年“感动松江”先进典型人物沈慧

锦旗表信赖 服务赢赞扬
——记用热情和负责感动客户的“快递小哥”刁广钱

本报讯（记者 金晨旭）铭记光

辉历史，共庆百年华诞。近日，一场

以“艺美永丰，共庆百年”为主题的

群众文艺巡回演出在永丰街道辖区

内“走街串巷”，为各个社区的居民

轮番献上精彩的文化“大餐”。

6月 3日晚上，玉树社区迎来了

永丰街道群众文艺巡演的首场演

出。女子群口快板、小品、上海说

唱、独脚戏、秧歌舞、红色经典沪剧

折子戏……现场，掌声阵阵，呼声连

连，热闹非凡。

“6 月 3 日至 17 日，我们每天前

往不同的社区‘送福利’，共计 18
场。”永丰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文艺巡演是

对建党百年的深情礼赞，也是向人民

群众奉献的文化大餐，围绕庆祝建党

100周年，活动中心自主创作并编排

了上海说唱《建党百年共庆祝》、小品

《心愿》、说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独脚戏《奶奶60岁》、舞蹈

《拥军花鼓，我和我的祖国》等十余个

节目，由永丰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立韵

沪剧队、艺韵舞蹈队、馨韵戏曲队三

支文化团队倾情演绎，旨在激发社区

党员群众爱党爱国的真挚情感，营造

社区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增强

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感情，营造平安、

和谐、幸福的良好氛围。

此次永丰街道群众文艺巡演活

动不仅满足了居民们的精神文化需

求，也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营造了浓厚的社区氛围。“谢谢

街道送戏上门，让我们重温红色经

典，内容贴民心、接地气，我们都爱

听，都爱看。”永丰街道三辰苑居民

张女士说。

基层送戏上门
重温红色经典

永丰街道庆祝建党100周年
群众文艺巡演收获居民好评

一针一线间弘扬顾绣
边教边学中传承非遗

岳阳街道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

图为红色经典沪剧折子戏表演。 受访者供图

图为朵云书院开展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区文明办供图

顾绣作品展示顾绣作品展示

顾绣体验现场顾绣体验现场

钱月芳亲手示范钱月芳亲手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