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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主角女女
·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系列

/ 人物小传 /

甘秀妮，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护理部主任。2010 年，甘秀妮提出

“全人、全程、全心”的护理理念，在她的
带领下，重医附二院护理学科进入中国
医院科技量值排行榜前100名。目前，
甘秀妮及其团队已在重庆市20余个区
县开展了400多次志愿服务。

南丁格尔奖获得者、从事护理工作41年的甘秀妮

““守护患者健康就是我的事业守护患者健康就是我的事业””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张凌漪

“获得南丁格尔奖是新的起点，也是新
的责任和使命。未来，我会用实际行动影响
更多护士，主动去帮助、温暖每一位病人。”
甘秀妮对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说。

9月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二医院护理部主任甘秀妮，作为7名
中国获奖者之一，荣获第49届南丁格尔奖章。

从1982年参加工作到2007年走上管理
岗位期间，甘秀妮先后在重医附二院急诊
科、手术室、眼科、耳鼻喉科等多个临床一线
科室工作。

多年的基层经验，让甘秀妮认识到，做一
个好护士，不仅要有同理心，学会站在病人的

角度，感同身受他们的痛苦，更要有责任心和
高水准的专业能力，尽职尽责、真心付出。

基于这样的思考，2010年，甘秀妮提出
“全人、全程、全心”的护理理念，“全人”即关注
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等全方位需求，把患者
视为一个整体给予全方位照护；“全程”即做到
住院一次、关爱一生；“全心”即用爱心、热心、耐
心、精心、细心、责任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三全护理”温暖着每位患者。“医护在
查房的时候，不仅问了我们很多关于身体情
况的问题，耐心回答我们想知道的问题，还
说了很多安慰我们的话，我当时含着眼泪仔
细聆听，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化疗时，护
士妹妹总是及时巡视药物输注的情况，关心
我有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出院后，护士妹妹

又主动联系我、关心我，告诉我饮食、生活等
方面的注意事项，让我感到很暖心。”一位罹
患乳腺癌的女患者在感谢信中动情地写道。

在护理工作中，甘秀妮还先后引入6S管
理、个案管理、叙事护理等，不断丰富“三全”
护理品牌内涵。在她的带领下，重医附二院
护理学科进入中国医院科技量值排行榜前
100名。

作为一名急诊护士，甘秀妮总是第一时
间出现在应急救灾现场——

1985年，重庆大溪沟街道罗家院一带的
下水道发生爆炸事故，她在事故后20分钟内
就赶到现场，冒着再次发生爆炸的风险，转
运了30多名患者；

抗击非典时，她迅速投入没有硝烟的战

争中，筹建医院隔离病区；
汶川特大地震中，她成为第一批国家抗

震救灾医疗队队员参与救援；
抗击新冠疫情中，她先后4次在湖北、上

海、重庆三地的新冠定点救治医院及方舱医
院奋战132天……

得知甘秀妮获奖，张海燕专门从成都赶
到重庆。

“是甘妈妈让我重新站了起来！”张海燕
回忆，“那时我才16岁，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了
亲人和自己的一条腿，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是
甘妈妈每天来照顾我，给我清洗伤口、换药、
打针输液，给我送来我喜欢的牛奶、面包、苹
果，是甘妈妈一直鼓励我，让我坚强起来。”

多年来，哪里有病患群众，哪里就有甘
秀妮及其团队的身影。作为重医附二院南
丁格尔志愿服务队队长，甘秀妮在每年世界
红十字日、世界急救日、世界献血者日来临
时，都会组织团队为居民送医送药，开展义
诊服务。截至目前，这支队伍已在重庆市20
余个区县开展了400多次志愿服务。

2021年，甘秀妮还在重医附二院首创门
诊全程免费陪诊志愿服务。两年来，已累计
服务2万余名孤老、孕产以及外地来渝就医等
人群，累计志愿服务时长2.4万小时。甘秀妮
也获得全国优秀红十字志愿者、全国最美医
务社会工作者、重庆市三八红旗手等荣誉。

“守护患者健康就是我的事业！”从事护
理工作41年，甘秀妮始终希望能有更多时间
去陪伴患者。她说，能够帮助他们，就觉得
自己很有价值。

天天 点观观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聋哑女结婚登记被拒”是保护而非刁难

日前，河南巩义的王大妈求助媒体称，儿子想和一个聋哑
女孩结婚，双方父母都同意，两个人还拍了结婚照，但是想领
证却被拒绝。巩义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解释，结婚登记规范中
明确说明：需要自主表达出自愿结婚的意愿。但女孩没上过
聋哑学校，不会手语和表达，建议学习后再来办理，也会酌情
尽量简化程序。

婚姻之事并非儿戏，缔结婚姻关系的前提是男女
双方必须完全自愿。然而当事聋哑女孩不会文字或
手语，无法表达结婚意愿，作为缺乏沟通能力的社会
弱势群体，存在“被胁迫结婚”的可能。民政部门以严
谨的态度核实聋哑女孩的真实意愿，无疑是对残疾人
婚姻权利的保护而非刁难。

孔一涵 整理点评

“摄像头对着窗户”要在安全与隐私间找到平衡

为了防范“高空抛物”，宁波一小区在居民楼下安装了64
个角度朝上的防高空抛物摄像头，摄像头像素800万，有夜视
效果，素材能保存半个月，总共花费约14万元，由小区公共维
修基金负担。小区物业项目经理称，装监控前，基本每周都会
有高空抛物，包括烟蒂、餐巾纸、厨余垃圾等。装了摄像头后，
小区没有发生一起高空抛物事件。此后，不少小区开始加装
摄像头，一些小区出现了“摄像头对着窗户”的情况。因部分
居民反对，一些地方不得不按下“暂停键”。

高空抛物行为危害巨大，轻则毁坏财物，重则可能
致人死亡，其治理势在必行。然而入刑以来，“高空抛
物”仍屡禁不止，其根本原因是难以追责。加装高空抛
物摄像头不仅填补了追责空白，更起到了威慑作用。
出于安全需要，居民应当对“楼下的摄像头”多些宽
容。属地和物业也应做好宣传和沟通工作，打消居民
疑虑，同时严格管控视频数据，必要时可交由公安机关
管理，有效保护居民的隐私权益。

“放生清水”不如护水节水

9月10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广东汕尾湖东港一群人往
海里“放生”60多箱矿泉水。现场视频显示，一群人将蓝色筐
子里的瓶装水抬到海边，拧开瓶盖将水往海里倒。9月11日，
视频发布者称，昨天下午3点左右这些人就过来了，2辆大巴
车都坐满了人。9月11日，湖东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表示：“我
们已核实，瓶子里不是矿泉水，是自来水灌装入瓶的。他们倒
了水之后，水瓶都回收了，不存在污染海水的情况。”

不论是“矿泉水”还是“自来水”，以“祭祀习俗”或
“放生”为名，将淡水资源倒入海里这一行为都令人啼
笑皆非。清澈的淡水看似唾手可得，背后却要经过生
产、运输、存储等多个环节，白白倒掉造成很多不必
要的浪费。此外，大量淡水在短时间内涌入海洋，可能
影响沿海区域海水浓度，进而影响到海洋生态环境。
不论是祭祀还是放生，其重在心而不拘于形。与其将
干净的淡水倒进海洋里，不如用节约资源的实际行动

“积德行善”，保护生态环境。

火焰山下的日子火焰山下的日子““水灵灵水灵灵””
“幼儿园男园长”
不应只是个例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宿琳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王江平 肖婷

9月初，赤褐色的火焰山脚下，一车车
水灵灵的鲜葡萄正从农田转移到晾房。到
达晾房后，当地农民笑意盈盈地停下三轮
车，赶忙邀请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尝一
尝刚采摘下的葡萄。

这里就是新疆吐鲁番。一提到吐鲁
番，人们就会想到《西游记》火焰山的传
说。这里极端高温达49.6℃，地表平均气
温为70℃，最高纪录为82.3℃，“石头上可
以烙大饼，沙窝里埋熟鸡蛋”，这在吐鲁番
可不是传说。

然而，当地人却用双手在这片戈壁滩
上创造出一片绿洲，坎儿井汇聚天山冰雪
形成绿洲“血脉”，涓涓细流滋润了沃土农
田，哺育了世世代代生活在吐鲁番的各族
人民。

如今，走进吐鲁番，你会看到“火洲”依
水而生、向水而兴的新景象。传承保护让
坎儿井旧貌换新颜，引水工程让葡萄田硕
果满枝头，产业园助力人民致富增收，人民
的日子更加“水灵灵”。

喝一捧坎儿井的水
走进吐鲁番市高昌区原种场，记者看

到一条坎儿井明渠在村民门前潺潺流过，
浮光跃金、游鱼点点。水渠畔，有小女孩用
塑料瓶作船戏水，不远处的人家正煮茶吃
饭，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没有坎儿井就没有吐鲁番，坎儿井是
我们的母亲河，我是喝着坎儿井水长大
的。”54岁的村民玉山·阿布拉热情地招呼
记者“尝上一口”。村里早就通了自来水，
但他还是觉得坎儿井的水甘甜，坚持每天
打几桶坎儿井水喝，家里的200亩葡萄地
也“喝”着坎儿井水。

有水处是绿洲，没水处是荒漠，这是吐
鲁番的真实景象。平均年降水量16毫米，
蒸发量却高达3200毫米，正是坎儿井提供
着孕育各族儿女的“生命之水”，让吐鲁番
从荒漠变绿洲。

坎儿井是新疆地区特有的文化遗存，
作为干旱地区利用地面坡度无动力引用地
下水的水利工程，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
史，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一起被誉为

“中国古代三大工程”。
不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由于

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机电井大量使用
等原因，地下水位快速下降，坎儿井出水量
逐年减少，数量急剧萎缩，保护迫在眉睫。

2003年，自治区水利厅完成对全区
坎儿井的系统普查，首次为每条坎儿井建
立了翔实“档案”；2005年，《新疆坎儿井
保护利用规划报告》批复实施，计划9年
内投资2.5亿元拯救坎儿井；2006年，坎
儿井入选第六批全国文物保护名单，后被
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项目；
2009年，全国首次大规模的坎儿井保护
工程正式启动……

在古迹修复、生态保护齐抓共管下，许
多干涸的坎儿井重现粼粼清波，吐鲁番市
现有坎儿井997条，其中有水坎儿井214
条，总长度3491.74公里。而今，坎儿井不
仅是水利工程，更成为展示历史文化的城
市名片。

推进非遗进景区，坎儿井民俗园利用
非遗文化打造剪纸主题、烙画主题、柳编主
题等非遗主题民宿；交河驿·坎儿井源引进
了特色民宿，修建了游泳池……

适逢暑假，闻名中外的坎儿井也吸引
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吐鲁番坎儿井乐
园景区讲解员吐尔逊汗·胡吉艾合买提是
土生土长的吐鲁番人，她动情地向游客讲
述近20年坎儿井的故事，“坎儿井的水很
冷，只有15℃，暗渠很窄只能容许一个人
蹲跪着，坎儿井匠人一天也就能掏挖2米，
一条坎儿井可能需要几代人接力开掘。”

吐尔逊汗·胡吉艾合买提说，坎儿井是
新疆民族团结的象征，为修建坎儿井付出
心血乃至生命的各族同胞不计其数，坎儿
井文化、坎儿井精神她会一直讲下去。

据了解，吐鲁番市现有A级景区39
家，坎儿井主题景区4家，景区全方位展示
坎儿井的结构、分布、功能、文化及历史演
变，是国内外游客来吐鲁番的热门观光地。

以坎儿井为主题的景区“颜值”变高
了，游客体验感更好了。据悉，8月29日这
天，吐鲁番市接待国内游客约13.6 万人
次，其中坎儿井主题景区的游客接待量位
列第二。“旅游热”有力地带动当地群众就
业，文旅合作的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流淌千年，新时代坎儿井润泽吐鲁番
大地的故事仍在续写。

吃一串香甜的葡萄
“看我们的葡萄漂不漂亮？”8月31日，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红柳河园艺场，职工大
姐手捧一串香甜饱满的无核白葡萄，兴奋
地向记者展示今年的丰收果。

吐鲁番是我国最大的葡萄产区，全国
约五分之一的葡萄都产自这里。无核白、
马奶子、蓝宝石、美人指……葡萄架上，各
式品种的吐鲁番葡萄在充足水源滋养下酝
酿甜蜜，这里出产的成熟鲜食葡萄含糖量
为22%～24%，晾成葡萄干后的含糖量达
70%左右。

然而，吐鲁番是典型的干旱地区，由于
地处盆地，四面高山环绕，水资源被阻隔在
中高山区地段，难以补给山口以下平原地
区地表水和地下水。长期面临缺水难题，
葡萄该怎么“喝”到水、“喝”饱水？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2015年底，国家
启动实施大河沿引水工程，让充足的水滋
养下游城市的发展，于2020年12月15日
下闸蓄水。

这座在荒漠戈壁中建成的引水工程，
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下游地区，大幅优化

了大河沿河水资源配置，提高城镇供水保
证率，解决了下游灌区季节性缺水问题，能
够满足高昌区10万亩农业用水需求，为葡
萄种植区的灌溉“送”来了供水保障。其下
游的红柳河园艺场正是水库建成后的受益
者之一。

“有了水利工程以后，我们的葡萄不用
再担心缺水。”吐鲁番市红柳河园艺场葡萄
种植户艾尼玩·艾买提说。

不断优化的栽培方式和种植技术，也
让葡萄田的“饮水”更加高效。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三堡乡，肥液与灌
溉水一起，被均匀、准确地输送到葡萄根
部。这种水肥一体化葡萄标准化栽培管
理技术，能保证每棵葡萄树都能得到足够
的水分和养分，500 亩葡萄通过这项技
术，预计实现每亩产值增加1000～2300
元。

“用这个办法，节水节肥又省力，还可
以减少农药使用，目前全乡正在全面推
广。”副乡长苏巴提·苏莱曼介绍。

在技术的加持下，吐鲁番今年种植葡
萄54.38万亩，预计葡萄产量将达144万
吨。这些葡萄将被销往全国各地，是甜到
食客舌尖的“明星果”，更是甜到农民心尖
的“致富果”。

过一过红火的日子
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漫步白杨河边，两

岸绿植郁郁葱葱，豆绿色的湖面水光潋滟，
几只白鹭和野鸭在水面上自得其乐。穿城
而过的白杨河，哺育着托克逊县各族人民，
灌溉着两岸的万亩良田。

碧水清波、风景如画，白杨河公园应运
而生。“公园建成后，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
打卡。”托克逊县托克逊镇龙泉社区党支部
书记马俊花说，唱红歌、跳广场舞、打太极，
美景也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几
年，许多居民还志愿参与护河行动，一同巡
河。

“白杨河越来越好，我们的生活也越过
越好。”托克逊县居民马俊财说，白杨河沿
岸是居民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村里的工厂多了起来，生活越来越
好。”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
村村民买克力古丽·艾合买提笑着向记者
诉说生活的转变。

记者看到，一颗颗绿宝石葡萄干，经买
克力古丽·艾合买提细致熟练地挑选，合格
品整齐落入手边的塑料盒，盒中的葡萄干
个大肉厚、品相诱人。

近年来，为了延伸村里传统产业链，新
城西门村建设了新城西门村新丝路产业
园，引入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买克力
古丽·艾合买提工作的地方就在其中。

“2019年开始来公司上班，从家到公
司走路只有10分钟，工资挺高的。”买克力
古丽·艾合买提是吐鲁番丝路明珠农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葡萄干挑选车间的工人。
从全职妈妈到上班族，她说这些年家庭收
入增加了，照顾老人孩子也很方便。

通过“村集体+农户+企业”的发展模
式，打造集种植、加工、销售、旅游为一体的
产业体系，未来新丝路产业园将吸纳更多
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022年，新城西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突破2.1万元，日子越过越有盼头。

□ 杨朝清

“琴舞唱画样样精通，打球跳操阳光运动！生理心理全都
懂，这样才能培育未来的‘龙’！”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庆
祝第39个教师节活动，歌唱节目《我是海曙男幼师》笑翻了台
下观众。节目领队海曙区早教中心“园长哥哥”陈奇有13年
教龄，他也是海曙区仅有的两名幼儿园男园长之一。

在绝大多数幼师都是女性的背景下，能够成为园长的男幼
师实属凤毛麟角。在陈旧、固化思维建构的“意义之网”里，当
男幼师是没有本事、没有能力的表现，并不是一件体面、光鲜的
事情。伴随着社会变迁，这样的“文化枷锁”早已不合时宜。幼
儿园不仅需要男幼师，男幼师也可以在学前教育中发挥难以被
替代的作用。

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数据显示，幼儿园男性教职工占比少，
男性专任教师占比更少，男幼师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大熊
猫”。这边厢，男幼师在幼儿教育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也得到了学生们和家长们的普遍认可；那边厢，男幼师作为一
个职业选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职业声誉和社会认同。

在学前教育得到越来越多价值认同的当下，幼师队伍需要
更多“新鲜血液”。那种认为男性不适合从事幼教的观念，本质
上是人为建构的性别与职业的壁垒；实际上，男性不仅可以做幼
师，还可以干得很出色。在一些幼儿园，男幼师的出现，激发了
幼有所育的“他力量”，取得了良好的育人成效。因此，“幼儿园
男园长”不应只是个例。

让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的职业，幼师群体显然不能被
忽略和遗忘；打破男幼师供不应求的困境，关键在于改善和优
化幼师们的生存生态，让他们的劳动得到更多回报和激励。
当幼师真正实现了“体面劳动”，成为一个人人眼中的“好工
作”，提升职业准入门槛、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深化幼教改革创
新才会更有现实基础。

满足老百姓日益增长的优质教育需求，真正实现“幼有所
育”“幼有所教”，离不开优秀的幼师队伍。只有多管齐下增强
幼师的获得感，让他们在社会评价和社会分层中占据更高的位
置，幼师才会扬眉吐气、站直腰杆。只有打破“傲慢与偏见”，男
幼师才会少遭遇歧视与污名化；当男幼师越来越多地涌现，打
破职业与性别人为壁垒的“幼儿园男园长”才不再稀缺。

8月31日，吐鲁番市高昌区红柳河园艺场，职工大姐在采摘无核白葡萄。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宿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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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坎儿井润泽吐鲁番大地的故事仍在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