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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晚报》的“民间收
藏”版大约开设 20年了，我
是它的忠实读者，也是它的
忠实作者。

我喜欢收集一些小玩意儿，在动笔给这个版投稿
之前我琢磨，所谓“民间收藏”大概不是高端收藏，比如
收藏鸡缸杯和梵高油画什么的，而是一般老百姓的收
藏，所以它是普通收藏。

我还琢磨，收藏的种类成千上万，我要避开邮票、
火花、字画、瓷器等大项收藏，写写自己
的杂项收藏；非但要写杂项，还要多写
小的杂项，比如，我收藏拆信刀、蛋杯、
木鱼、植物种子、软木塞、杯垫、胡椒粉
料瓶、斯蒂克、雪茄烟标、微型砚台、手
机玉坠、小凳子、瓶塞、贵宾卡、握猪、食
印、泥封、鞋拔、旅游图⋯⋯都是小门、
偏门、好玩的门，真正的收藏家往往忽
略了它们。

写完文章投给《新民晚报》，发表
时，拙作绝大部分都被编辑放在头条。
不是我写得出色，而是找对了栏目的口
味，这是“对路产品”。
我有很多机会和作家们一起出游，每

当我把目光投向古玩店，作家马尚龙就调
侃道：童孟侯收藏的东西一般不会超过
300元，他买下了，然后给晚报“民间收藏”写一篇，得
300元稿费，这样，钱就回来了，东西就白白藏下了。

哈哈，有一层意思马尚龙表达得还是对的，写“民
间收藏”文章就要写我收藏得起的，写百姓读者也买得
起的，不要写“我是收藏老爷车的”“我是收藏羊脂白玉
的”之类。

我还写过几篇比如煞有介事“捡漏”去，结果被古
玩店的店主捡了一个漏，上了当，买了假货，我用亲身
经历给百姓读者以警示。
今年 6月，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要退休了，我突然

想，我一共给“民间收藏”写过多少篇收藏文章呢？赶快
拿出记录本数了数，哦哟，一共 107篇，自己都觉得自
己很“伟大”，拉拉扯扯竟然涂了这么多！我问责任编
辑：您是不是再帮我发表一篇？发表这篇《找回来的粮
票》？让我凑满 108？责任编辑说可以。于是，《新民晚
报》6月 17日发表了我的这篇收藏文章。我捧着报纸
笑出了声：我现在拥有一百单八将啦，找机会出一本收
藏类的书，让责编老师作序。
有人说我是收藏家，我知道我不是，我只不过写了不

少小文章，和喜欢收藏的百姓读者一起找乐子。有位《新
民晚报》的读者朋友要介绍我加入收藏家协会。我怎么
敢？会长要是问我：你主要是收藏什么的？我怎么回答？我
说我收藏瓶塞？收藏杯垫？收藏拆信刀？收藏鞋拔子⋯⋯
没有“主要”，没有高大上的主攻方向，只是在古玩地摊上
看到喜欢的就买下，和百姓读者一起搞搞小收藏嘛！

“强悍与不凡”
郑军华

    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 上海医务人员逆行出征，

立下战功，特别是一线基层党组
织发挥了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发
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为迎接建党
99周年， 向疫情防控中那些平
凡又伟大的身影致敬，今起推出
一组党建战“疫”故事。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除
夕夜，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
队在 3 个小时内紧急集合，前
往疫情一线，这是全国第一支
援鄂医疗队，我临危受命。作为
首批援鄂医疗队的领队，我深
深感到是使命和信念，更是责
任与担当。这支上海出发的医
疗队来自 52家医院，135名医
护人员，医院文化不同、学科背
景不同，彼此并不熟悉，三个多
小时的集结，飞过去就要上战
场，而前线的情况一无所知，这
个仗怎么打？

回顾在武汉 67天的日子，
我想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可以
概括为以下四点经验：

第一是组织的威力。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力量在于
组织，组织能使力量倍增。战斗
力来源于组织力。我们第一批
医疗队中有 59位党员，1位预
备党员，在武汉我们建立了全
国第一个抗疫临时党总支，
由我上了第一堂党课，当场
就有 8 名入党积极分子要
求火线入党，还有 40多位
同志写了入党申请书。党组
织的力量将 52家医院、135
人凝聚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团
体，发挥了旗帜和堡垒作用。

第二是斗争的本领。抗击
新冠肺炎就是一场没有“硝烟”
的斗争。勇于斗争是第一步，善
于斗争才是更为重要的考验。
我有着 23 年的军龄，34 年的
党龄，2 所上海市大型三甲医
院 12年医疗院长的丰富阅历，
这是临危不乱、敢担当、善作为
的基础。第一批医疗队面临很
多不确定的变数，如接受重症
病房、医疗物资短缺、短期内病

死率过高等，我们的团队都担
当下来，担当的背后是过硬的
本领。在武汉，在没有任何参照
的情况下，构建理念、体系、机
制。我们“把上海的模式搬到武
汉”“防护和救护同等重要”并

同步推进前瞻性研究。第一批援
鄂医疗队给武汉金银潭医院张
定宇院长的感触很深，他用了
“强悍和不凡”两个词。他说这批
上海医疗队给他们最大量的收
治病人的“底气”“我在他们身上
看到了专业主义精神。”

第三是牺牲的精神。在和
平年代，牺牲除了用生命做代
价外，还有更丰富的内涵。上海
援鄂医疗队逆行武汉，是个人
利益的牺牲、家庭亲情的牺牲，
生命健康的牺牲。周新教授总
是抢先为患者进行高风险的气

管插管操作，在医疗物资紧张
时，他又总是把防护效果最好
的物资留给别的同事。他总是
说：“我是党员，有危险操作，我
先上。”上海市第二批援鄂医
疗队来自嘉定南翔医院的刘芬
护师在武汉金银潭医院重
症病房工作 65天。2月 14

日因工作疲劳，引起肺部感
染，经过难熬的五天五夜的
隔离病房的治疗观察，总算
核酸检测 5次阴性，康复后

又重新上岗位。这是多大的付
出，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冒多
大的风险，支撑的是职业精神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
第四是信念的力量。67天

里，支撑团队保持昂扬状态的
一定是信念的力量。我们“甘于
平凡，但拒绝平庸”。在前后方
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医疗队提
供了全国第一、二例尸体解剖
病案，发布了第一篇 JAMA子
刊高水平临床研究经验，在抗

疫一线留下了许许多多临床创
新发明和 GCP研究。我们也实
现了医务人员的零感染，所有
人员都平安回到了亲人的怀
抱。总之，我们将“上海模式”带
到了武汉，又将“武汉精神”带
回了上海！这就是使命和责任
的担当，就是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最好的诠释！

我想致敬武汉人民，致敬
奋战在抗疫前线和后方的每一
位中国人。正是有这种强大的
中国力量、中国精神，我们一定
能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也一定能赢得最终胜利，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为上海市第一批援
鄂医疗队领队， 临时党总支书
记，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
长）

———医生的心里话

程蕾蕾

三言两语    “程医生，平时好好的人，
也会因为心脏病猝死吗？ ”
会的。比如梗阻性肥

厚型心肌病、严重的主动
脉瓣狭窄、冠心病，还有心
律失常等。
以冠心病为例，人体

冠状动脉具备强大的代偿
能力，静息状态下一般只
需要最大血液流量的
20%就能维持生命活动。
这些人平时看不出有

病，但在高强度运动、剧烈
情绪波动的情况下可能突
发心肌缺血、急性心肌梗
死，甚至导致猝死。
所以，千万不要忽视

平时的体检，建议 40岁以
上的人每年至少全面体检

一次。年轻人在进行半马、
全马、铁人三项等热血运
动之前，也应该先体检，先
保证自己确有那个金刚钻，
再考虑去揽瓷器活儿。
“程医生，我的心电图

ST段改变，这就是说我心
肌缺血吗？ ”
答案是：不一定!

看病从来不是一锤定
音，对于心电图 ST段，既
要看改变的程度，也要结
合病人的其他情况，才能
做出判断。很多人的心电
图 ST段改变都是非特异
性的。所谓“非特异性”，就
是说这点变化没啥临床意
义，不足以诊断疾病。

一般来说，心电图 ST

段压低超过 0.5 毫米，才
需要警惕有无心肌缺血。
而且，心电图 ST段的

变化除了可能是冠心病、
心肌缺血的表现，也可能
是肥厚型心肌病、高血压、
心律失常等问题引发的，
没那么简单。
所以，别盲目给自己

下判断，解读心电图，还是
相信医生吧！
“医生，我在微信上看

到有人说有个超级先进的冠
状动脉旋磨术，血管堵住了，

用钻头磨一下就疏通了，再
也不用放支架， 你们医院有
吗？ ”

冠脉旋磨术早就有
了，但它不是万能的，并不
是所有的血管斑块都适合
旋磨，而且旋磨时无论怎
么抽吸，都可能会有磨下
来的细末流失，这些细末
随着血流播散，堵塞了细
小的微血管也会引发心肌
缺血。
所以，不是看到先进

的技术或药物就要用，要
考量是否适合自己。冠状
动脉该如何疏通，还是得
医生根据具体病情来定。

江南梅雨天
大诗兄

    白居易曾经在《和梦
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
中写道：“洛下麦秋月，江
南梅雨天。”这是他晚年半
隐居洛阳时，与刘禹锡等
人宴饮，回忆早年在苏州
为官时的情景。当时是夏
至节气，中原洛阳一带正
在麦收；白居易掐算，江南
苏州一带应是梅雨天。

梅雨是一种自然现
象，原因是冷暖气
流交锋，特征是闷
热多雨。每年初夏
到盛夏这段时间，
梅雨都会准时出现
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
区，以及东亚的日本列岛、
朝鲜半岛等地。我觉得，古
代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跟
大致相同的气候、地理、物
产有很大的关联。所谓“山
川异域，风月同天”，更易
形成共鸣。
梅雨，因梅而得名。中

国地大物博，可供观赏花
朵和可供食用果实的植物
品种都很多。但是，像梅这
样，花朵和果实都享有“盛
名”的，也不多见。与它类
似的，也多是蔷薇科“亲
属”，比如桃、李、杏、梨。这
其中，梅与杏的亲缘关系
最为接近，它们的果实也
极为相似。
成熟的梅子，滚圆饱

满，果色澄黄。上海
世纪公园里有一片
梅林，有一年的梅
雨天，我从那里经
过，只见枝头、地上
遍布黄梅，甚是赏心悦目。
梅果的味道极酸，难以直
接食用，一般都被用来腌
制果脯，或者调制饮料。在
日式饮食中，一颗梅干可
以下一碗米饭。这种饮食

习惯，或许是从中
国传入的“唐风”。

梅雨天是出了
名的闷热潮湿，人
的体感很不舒适。

但是，古人关于梅雨的诗
句，却多是“小清新”。比如
南宋赵师秀的《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
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
敲棋子落灯花。

“黄梅时节家家雨”，典
型的黄梅天确实是这样，下
起雨来，没完没了，梅雨变
成了“霉雨”，衣服发霉，食
物发馊。不下雨的时候，也
难得一见晴日当空，日头
在散漫的水汽中若隐若
现，整个大气层仿佛一个
大闷锅。“青草池塘处处
蛙”，屋后的小池塘，曾经
的小蝌蚪长大成蛙，青草
疯长，青蛙齐鸣。

下雨的时候，约朋友

来家里下棋，不知什么缘
故，朋友并没有来。夜已过
半，蛙声不止。看样子朋友
不会过来，他也许一时疏
忽忘了约定，也许一时有
事走不开。不论怎样，诗人
闲敲棋子、顺其自然，并不
会怎样嗔怪朋友。

南宋诗人曾几的《三
衢道中》，同样是记述黄梅
天约朋友游玩，而且是成
功邀约：

梅子黄时日日晴，小
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添
得黄鹂四五声。

三衢就是今天的浙江
衢州，此地多山而秀美。
“梅子黄时日日晴”，看

似与“黄梅时节家家雨”矛
盾，其实这两句合起来，才
是完整的梅雨天。因为梅雨
季的特点，就是阴晴不定。
下雨的时候，约朋友来家
里下棋；放晴的时候，就约
朋友一起泛溪、爬山。

这是一座野山坡，各
种树木的枝叶密密匝匝，
遮住了毒辣的日头；毛樱
桃的果实像珊瑚珠一样通
红；黄鹂鸟在枝头蹦跶，鸣

声清脆；小蜗牛在
树干上慢慢爬，露
出两个柔软的触
角；野鸽子、野兔子
和小刺猬在草丛中

窸窣走动。不过，各样动植
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
一簇簇金黄色的梅子。闷
热中孕育着无限的生机，
这就是诗人眼中的梅雨
季。

待到梅子熟过了头，
满地金黄乃至烂软的时候，
梅雨季差不多也要结束了。
即将到来的，是多晴少雨的

盛夏时节。这样的情景，被
南宋诗人范成大写进了《喜
晴》这首六言诗中：
窗间梅熟落蒂， 墙下

笋成出林。

连雨不知春去， 一晴
方觉夏深。

上面列举的三首诗，
作者都是南宋人。宋人本
来就精于对事物的观察与
描摹，而南宋统治的核心
地带正在长江中下游地
区，年年梅熟，年年梅雨。
这样的“偶然”，也有一分
“必然”在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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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 3 月 20 日，
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参
军一年零三个月。

1969年 12月，
我参军离开家乡崇
明，来到海军北海
舰队旅顺基地，被
分配在扫雷舰上当
炮兵。半年后，调往
炊事班任班长，其
间，舰领导为了培
养和提高我的烹饪
技艺，送我到大连
海味馆学习。经过
三个月的学习和师
傅们的精心指教，
我较好地掌握了从
切菜到炒菜以及做
面点的技能。回到
舰上后，我满怀信
心地带领全班同志
积极为调剂和改善伙食动
脑筋，出主意，想办法，使
得舰上的伙食丰富多彩，
味美可口，有效地增强了
官兵的体能，提高了练兵
热情，促进了部队建设，深

受大家的好评，我本人以
及炊事班多次受到上级的
奖励、被评为先进。更为可
喜的是这一年我加入了党
组织，成为全舰同年入伍

中第一批入党的青
年之一。

我深深地知
道，加入党组织，饱
含着组织的信任，
汇集着官兵的厚
爱，也凝聚着战友
的期待。那天，舰党
支部大会在舰会议
室召开，气氛庄重。
当我手捧入党志愿
书，以略带颤抖的
声音宣誓时，激动
和紧张交织在一
起。我深知，这是真
诚心灵的表白，这
是忠贞不渝的承
诺，这是理想信念

的宣誓。
随后，介绍人、老班长

白元新和卫生员董传久两
人发表意见。紧接着，党支
部大会讨论。一张张熟悉
的面孔，一句句诚恳的话

语，有肯定，有批评，有希
望。那春风般的话语中透
着关爱，透着真挚，透着希
冀。那举手表决一致同意
通过我的入党申请
时，严肃、认真、正
直、真诚的气氛让我
终身难忘。

那个年代，一个
青年人的进步莫过于加入
党组织。入党光荣，以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
这个党的党员称呼，最光
荣、最高尚不过了。但我也

深深地懂得，入党意味着更
多的责任、担当、牺牲和奉
献。

1971年入党，时至今
日，已过去近半个
世纪。50年来，我
经历了从战士、提
干，成为一名部队
指挥官和转业地方

工作等多个岗位，直至退
休，充满了对工作的热情，
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
追求。党员身份激励着我
努力做到守土有责，积极
作为，淡泊名利，脚踏实地
做好各方面工作。所有这
些，都是党组织培养了我，
是良师教育了我，是益友
帮助了我，是万里海疆和
市场经济陶冶了我⋯⋯
如今，我已经步入古

稀之年，但共产党员这个
称号常常提醒着我，时时
鞭策着我，催人奋进，让人
警醒。

1971 年 3 月 20 日，
是一个极普通的日子，但
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是一个难忘的
日子，它深深地烙印在我
的记忆里，铭刻在我的脑
海中。

责编：郭影

蔬果 （水彩） 郑丽萍

    明请看
三个多小时
搭建一座移
动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