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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做的是很基础、很琐碎的一些工作。“有了检验结果，

病人就可以早一点走接下来的医疗程序，早一点康复。”这是

甘如意眼里，这份工作的意义。

实际上，这份工作除了辛苦，就算是在平时，也有职业暴

露风险，例如给病人抽血扎的针也可能扎到自己；在新冠疫情

期间，风险进一步扩大。面对这些，甘如意还是毅然返岗，坚

守岗位。

2020 年 11 月，她获得晋升，调任江夏区藏龙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副主任。在新的工作环境和职位面前，她主动要求留

在检验科的一线。“我还是想从自己熟悉的岗位做起，更好地

服务病人。”甘如意告诉《新民周刊》记者：她希望通过努力，

优化科室的服务流程，让病人感觉更周到更便民；同时，让科

室在人员培训、设备配置和检验能力方面，也能获得提升。

如今，人们走进藏龙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迎面就能看到

窗口上的“全国抗疫英雄甘如意党员示范岗”字样。甘如意并

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英雄”，她认为这些荣誉和肯定，并不是

只给她个人的，而是对“95 后”一代年轻人的鼓励和嘉奖。

在她眼里，抗疫历程中的年轻人向世界展示了他们的责任

和担当。她特别强调说：很多比她更年轻的人，比如“00后”，

才是更有活力更有见识、让她也羡慕的“奔涌的后浪”。有了

这群力量，武汉、湖北以及整个国家，才能这么快从磨难中恢复，

将来更加兴盛繁荣。

这次难忘的抗疫经历，成为不少年轻人心灵的“成年礼”。

同样，让甘如意开心的是，这次骑行回武汉后，父母对她说：“我

们的女儿长大了。”

她站在空荡荡的荆州街头，感觉自己特别突兀。甘如意是

个不善言辞、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但为了能回到武汉，她还

是敲开了一家宾馆的门求助。宾馆老板听说原委，答应了她住

宿。

次日早上，她在荆州街头拦了十几辆出租车询问，没有一

个人愿意带她去武汉。她难过得大哭一场。擦干眼泪，她在路

边开了一辆共享单车，沿着 318 国道往武汉方向骑。途中下起

了雨，她的外套淋湿了；车还骑进了水坑里，鞋子也湿透了，

在这样的状态下，她来到了潜江的一处检查卡口。

卡口的几位警察问清甘如意的状况后既吃惊又感动，他们

帮助甘如意找到一家宾馆歇息，又找到一辆第二天早上前往武

汉汉阳的送血车，带上她前行。送血车司机愿意多走一些路把

甘如意送到江夏，但她执意在汉阳就下了车：“送血车肯定是

为紧急用血而去的，不能因为我而耽误。”

汉阳离甘如意要去的江夏范湖还有 30 多公里，在她眼里，

这比起与家乡的 300 公里距离，已经是很近了。她又骑上了一

辆共享单车朝目的地而去。2020 年 2 月 3 日傍晚，距离从家踩

上单车出发已经 4 天 3 夜，她终于来到了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

分院的门前，“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第二天，她就开始在医

院正常上班，在抗击疫情中默默为病人服务。

“只要我能出得了力，哪怕疫情中让我冲到最前线的‘红

区’，我也愿意。”她坚定地说。

“后浪”奔涌，初心不变

“骑行返回岗位”的事迹为人所知后，众多奖励和荣誉纷

纷而至：“全国抗疫先进个人”“一线医务人员抗疫巾帼英雄”“时

代楷模”“荆楚楷模”……可是，在甘如意眼里，她自己还是

那个在检验科默默工作的医生，生活的变化只是有了严格要求

自我、追求上进的更多动力；另外，找她采访的媒体有很多。

“我小的时候总是容易生病，常常要去医院打针，每次多

亏医生护士帮我治好了病。从那时起我对医务人员就很尊敬崇

拜，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所以后来就报考医学院，成了一名

医生。”甘如意如此诉说自己学医与从医的初心。

在基层医院的检验科，甘如意要一个人完成检验的全套流

程：采样、接收样本、检验、录入结果、发放报告。最多时她

一天要操作 20 多次这样的流程，而且病人往往都是集中在某个

时段来做检验，那几个小时里，她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的机会。

甘如意在疫情防控中坚守在检验科的一线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