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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突发新一轮疫情后，在郫

都区人民医院PCR实验室中，核

酸检测采样标本一批紧接一批地

到来，30余名工作人员昼夜轮流值

守岗位，24小时不间断连续运转，

实验室平均每天满负荷完成3万余

人次的检测。作为“离病毒最近的

人”，PCR实验室里的每一名检验

师都是行走在“刀尖”上的“防疫尖

兵”，检验师张中林则是这些“尖

兵”中的“钉子户”。

挺身而出
减少进食提高效率

核酸检测整个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手工操作，并要相互配合、相互监
督，以防出错。平均每人每天要拧标
本采集管瓶盖 4000 多次，加完一批样
本，手脱皮、颈椎和手臂酸疼难忍，但
为了保证快速出具检测结果，张中林
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PCR 实验
室的检测人员要完成数千份的样本检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有一位
“男”丁格尔，他是医院手术室的护士，
名叫刘建康。因平时工作认真，乐于
帮助同事，成了医院的“团宠”，还荣获
了双流区“最美护士”荣誉称号。

这位出生于 1989 年的帅小伙，在
女性医护人员居多的妇幼保健院工
作，还是一名优秀的手术室护士，确实
不多见。11月16日，他向记者道出了
原委：“很多人都不理解我选择护士这
个行业，但在参与耗时较长的大型手
术时，其实男性的体力、耐力更好。”

儿时体弱常进医院
医务工作者成偶像

父母年近 40 岁时生了刘建康，因
出生后体质薄弱，进出医院成了“家常
便饭”。正因如此，刘建康从小就对戴
着“燕尾帽”的护士们有着一种说不出
的尊敬，每次看着护士姐姐把针管向
上举起慢慢排出空气时，都觉得这姿
势简直“帅爆了”。于是，长大成为一
名医务工作者的梦想，在他很小时就
在心里埋下了种子。

2008 年，刘建康经历了第一次高
考，他毅然填报了麻醉医学专业，但因
没达到分数线，梦想破灭了。那时，不
论是父母还是朋友，都劝他另换专业，
但刘建康不愿放弃初心，选择了复读
重考。第二年，他如愿以偿收到了泸
州医学院护理系的录取通知书。“距离
高考过去12年了，我其实一直有个心

疫情袭来，他挺身而出与新冠病毒近距离“过招”——

行走在“刀尖”上的核酸检验师

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防护
服不必要的耗费，张中林的秘诀就
是尽量减少进食喝水，这样可以不
用上厕所，既节约防疫物资也节省
了时间，但等到一天的工作结束之
后，他内层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
湿。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让张中
林在几次下班后出现了头晕眼花、
手抽筋等症状，他却顾不上身体的

疲劳。面对新冠病毒，作为一名党
员，张中林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挺身
而出。

义无反顾
每一次都选择坚守

“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就要冲得
上去！”此次成都市出现新冠肺炎本

土确诊病例后，张中林把家安在了科
室，为了工作随叫随到。

核酸检测不同于其他检验项目，
从灭活到核酸提取、扩增，再到检测分
析、出报告，每一分每一秒，检验师们
都在不停地工作，不仅注意力要高度
集中，还要时刻面临着被感染的风
险。无论是去年年初的疫情，还是岁
末的“保卫战”，张中林都坚守在PCR
实验室，熟练地掌握了核酸检测的所
有流程，这次也不例外。他第一时间
申请放弃休息，自愿加班，穿上防护服
便一心专注于一个又一个的检测试
管，即使衣服早已湿透、护目镜布满水
珠，他和“核酸检测小分队”始终坚持
在工作岗位上，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强
有力的诊断依据和技术支撑。

正是因为有了像张中林这样的
检验师，勇担使命，冲锋在前，用专
业的技术和顽强的斗志昼夜不停地
与病毒近距离地“过招”，才确保了
迅速准确地出具核酸检测结果，为
精准防控疫情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
坚强的保障。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张丽 医院供图

双流区“最美护士”刘建康一直有个心愿——

去掉“男”，就叫我刘护士吧！

结。在我第二年填报高考志愿时，
父母坚持让我填报金融类专业，但
我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护理系，他们
到现在都还不知情，一直以为我是
因为分数没达到才读的护理专业。”
刘建康说，好在自己9年来，工作表
现还算优异，这才减轻了欺瞒父母
的愧疚感。

“男”丁格尔入职场
患者、家属“不待见”

2013年，大学毕业后的刘建康
被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相
中”。本以为自己经过大学和实习
的淬炼，面对当大众戴着有色眼镜
看待男护士时，早已练就了可以置
若罔闻的“神功”。没想到，现实再
次给他“上了一课”！

“你一个男护士去手术室不合
适吧？那我老婆不是被你看完了？”

“刘护士，一会儿能不能换个女护士
来给我儿媳进行哺乳指导哦？她说
你是男的，不方便。”“这里是妇幼保
健院，几乎都是女同志，为啥要用男
护士？不太好吧！”……初入医院
时，病人和家属不愿让男护士介入
的尴尬场面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我每天都忙于和病人及家属
解释我的工作性质，很累！甚至那
时我都陷入自我怀疑了，自己到底
该不该成为一名护士。”刘建康说，
最艰难的时候，多亏院领导和同事
经常开导自己，“大家经常宽慰我，
医学是不分性别的，在手术室、重症
监护室、急诊室等对体力要求较高
的科室工作时，心肺复苏、按压等工
作都需要力量作为支撑。同时，科

室还有许多精密仪器需要调试，这时候
精力和耐力都更持久的男护士反而是
更具优势的！”这些暖心的鼓励支撑他
走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患者的质疑也坚
定了他要把工作做得更好的决心。

工作认真细致负责
荣获“最美护士”称号

以真心换真情，这是刘建康工作
的准则。“上班一年后的一天，偶然听
到一位之前拒绝过我的患者竟然在向
另一个患者推荐我。”刘建康现在想起
当时的情景，依然忍不住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那个阿姨劝别人不要因为我
是男护士就有心理负担，还说我工作
认真负责，对病人细心温柔。听到这
些时，我的眼泪真的绷不住了，就觉得
应该做得更好，不辜负患者的期待。”

作为医院少有的男护士，刘建康
总是迎难而上、冲锋在前。工作 9 年
来，他参与手术1000多台，参与抢救羊
水栓塞、过敏性休克、子宫破裂、急性
左心衰、产后出血等危重患者 100 余
例，获得双流区“最美护士”和医院“优
秀护士”荣誉称号，在2020年新冠疫情
阻击战中荣获抗疫先进个人荣誉。

现在，刘建康一直有个心愿，“希
望大家提到护士这个职业时，不要去
刻意区分性别，完全可以去掉‘男’，直
接叫我刘护士！”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 李思佳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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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林与同事们在实验室中工作。

刘建康（左）介绍自己的工作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