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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考虑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接到消息后，立刻赶去现场做

了临时处理。

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是全国人民关注的热点，大家不

知道的是，这两个地方也是我们救援的热点，后来的几天，公

司专门安排了一个救援小组对接这两个地方的救援任务。

新闻报道说，2 月 8 日雷神山医院正式投入使用后，到现

在已经有不少治愈患者顺利出院了。看到新闻，我心里特别有

成就感。随着疫情发展，原本我们自发进行的救援，越来越力

不从心。1 月底，了解到“抗疫前线”对汽车救援需求很大，

汽修人必须尽快出动的情况，公司开始紧急介入。

2 月 1 日，公司宣布紧急救援服务队正式成立，24 小时免

费救援，所有的费用公司承担，这下我们找到“靠山”了。救

援群很快建好了，当时群里人员一共有76个，包括客服、运营、

修车师傅等，还开通了救援专线电话：400-111-8896。客服在

接到求助后，确认是否为医护人员、志愿者和保障人员，然后

根据距离远近，统一分配到临近区域的救援队员手上。

后来的日子里，我们又救援了警察公务车、志愿者送餐车、

医护人员接驳车、电视台直播车等。按照要求，我们需要 24 小

时待命的，所以哪怕凌晨一两点出动去救援，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很多人和我说“你们辛苦了”，其实接触了那么多行走在防治

疫情路上的人，我觉得医务人员才真是最辛苦的。

在我们救援的车辆里，医护人员是占比最大的之一。而且

他们大多有一个共同点：看上去特别疲累，十个有九个都是黑

眼圈；如果车坏了有故障，只能下夜班的轮休日来修。最让我

心疼的是两口子都在前线的，孩子只能送到亲戚家暂时照看，

这样医生有很多。每每我去医院紧急救援医生车辆的时候，看

到在他们排成一排席地而睡，我心里都特别难受。

平常每天我们接到的救援大约是三四十单，武汉大降温，

下雨下雪的那几天，天气恶劣让救援量也大大增加，2月 16号，

我们单日救援次数更是超过了 100 次。

2 月 18 日，有一名车主求助，车子打不着火了。到地方之

后，才发现车主的身份有些特殊——武汉市病毒研究所的研究

员。因为工作需要，他需要经常往返金银潭医院。任务紧急，

检查了车辆之后我发现，需要更换电瓶。我把情况跟公司反馈后，

第二天终于找到一个电瓶，帮车主免费更换了，型号虽然不一样，

但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最让我难忘的是下雪的那次救援，让我心里很温暖。那天

下着雨夹雪，气温降到 -2℃。武汉中南医院的医生一早打电话

求助，说他的车子两个轮胎都没气了，找了一圈都没有修车店

开门。我一听是医护人员的车，赶紧拿了气泵等工具，很快就

过去了。

去的路上，又接到这位医生的电话：“天气那么冷，要不

你们别来了，我很过意不去。”本身都在危险的一线没日没夜

地战斗，他还在担心我们辛苦，让我唏嘘不已。我说没问题，

安心等着我来就行。到地方后发现需要补胎，我和江小军给两

个车胎充了气，支撑着把车开到了店里进行补胎。这位医生一

再对我们表示感谢，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你说我们做的工作，

哪里及得上他们啊！

我只是途虎养车紧急救援服务队中的一员，与我并肩作战

的还有从海南连夜开车返回武汉的修车师傅李昌，95 后的年轻

师傅卢顺以及奋斗在孝感、郑州、西安的其他三支，好几十个

人组成的大队伍。

说辛苦我们真不觉得，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我们最难过的

是很多时候因为供应商停工停产，汽车零部件紧缺，让我们想

修都修不好，耽误了事。到目前为止，我已经记不清出了多少

次救援任务了，所有一线防疫人员都是在跟病毒赛跑，我们更

不能拖延一秒钟。

2 月 20 日晚上九点，我坐在宿舍的高低床，看着一张张救

援的照片，回想往年春节时候，武汉市区都是最热闹的，街头

随处可见的早点摊，挤公交的上班族，堵在路上的车流……满

满的都是烟火气。而今天，在武汉街头，突然间变了景象，荒

凉刺骨而来，静下心数，每隔一会就有一辆鸣笛的救护车开过。

最近几天，雨雪过后武汉放晴了，我和许多武汉人一样，

等待着这座城市好起来。

　　最难忘的是零下二度下雪天，我和同事冒着雨雪为中

南医院的医生补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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