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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很普通——是众多石
油工人中的一员；她又很不普
通——在平凡岗位上刻苦钻
研，打造出创新“梦工厂”，被誉
为“大国工匠”。她，就是大庆
油田第二采油厂第六作业区采
油48队采油工班长刘丽。

生在油田，长在油田，刘丽
是一个标准的“油二代”，父亲是
大庆第一批建设者。1993年，刘
丽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技校
毕业，获得了优先选择工作岗
位的机会，她却选择了条件较
为艰苦的油田“老标杆队”——
采油 48队。而这一干，就在这
个大油田干了快30年了。

多年来，刘丽一直坚守在
油田一线，为了能有效解决生
产运行中的“疑难杂症”，她在
堆积如山的资料里寻找技术理
论，在一遍遍的研发、生产、试
验、修改、再试验中寻找良策。

走进刘丽工作室，各类零
件、模型摆满了数个房间。“这
是上下可调式盘根盒，是密封
油井口的一种设备，是油井的

‘咽喉’，对石油生产很重要。”
刘丽拿着一个装置介绍说。

过去，抽油机井光杆极易
腐蚀导致盘根盒漏油，严重时
一天就得更换一次密封圈。密
封圈寿命短、换起来费劲，几十
年来让采油工没少吃苦头。

“有时我蹲在井上，看着盘
根盒就想：这密封圈要是能自
己出来就好了！”刘丽说。

面对难题，刘丽在一次次
失败中克服失望和沮丧，对传
统盘根盒完成了 5 次改进，不
仅让采油工操作时间从 40 多
分钟缩短为 10分钟，盘根使用
寿命也从1个月延长到6个月，
还使每口井日节电达11度。

参加工作以来，刘丽研发
各类成果 200 余项，其中获国
家及省部级奖项 38 项。刘丽
还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全国技术能手、中国质量工
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最美职工，2021年荣获中
华技能大奖，当选 2021 年“大
国工匠年度人物”。

2011年，以刘丽名字命名
的工作室成立，从两个采油工
开始，到如今已成为集难题攻
关、发明创造、人才培养、成果
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创效
联盟，“刘丽工作室”已成为传
匠心、育人才、搞革新、创效益
的“梦工厂”。

采油 48 队采油工赵海涛
是刘丽的徒弟，在他心中，刘丽

“对待每一项工作都相当于一
张名片”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他。

“刘丽姐创新的技术，就相
当于贴上了自己的名字，不改到
极致决不罢休”赵海涛说，“她就
是我成长路上的领路人。”

在刘丽的示范带动下，工
作室有 6 人成为技能专家，67
人被聘为高级技师、技师，135
人被评为技术能手，累计研发
技术革新成果 1048项，获国家
专利165项。

曾有人问刘丽，你已收获
了那么多荣誉，创造了那么多
纪录，为什么还这么拼呢？如
此辛苦忙碌，真的值得吗？

刘丽有自己的答案：当看
到学员捧起大赛奖杯时，当看
到革新成果在无数采油井场为
生产解决难题时，当看到编写
的培训教材走进各大油田，成
为百万石油人的“口袋书”时，
一切都值得。

一位石油女工和她的创新“梦工厂”
新华社记者 刘伟 杨喆 闫睿

北京冬残奥会残奥单板滑雪比赛收
官后，热闹了一个冬天的云顶滑雪公园
最终安静下来，那种状态让滑雪救援队
医生李岩沉浸其中。他和队友们收拾好
FOP （竞赛区域） 医疗站的个人物品
后，登上下山的摆渡车离场。

赛场之外，李岩的身份是口腔主治
医师，工作单位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
院。因为奥运，32岁的他短暂离开手术
台，来到崇礼这片高山雪原先后服务于
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所有故事要从2018年冬天说起。
“我喜欢打篮球、踢足球，真正接触

滑雪训练前，只跟家人去过一次滑雪
场，雪道飞驰的感觉很吸引我。2018年
底，医院方面接到通知，要选派人员去
参加冬奥滑雪培训。”李岩说。

在医院指派下，李岩带队 12名医生
参加了那次培训。2019年初，他们中通
过考核的8人参加了第二期培训。让李岩
兴奋的是，他和同事闫金成医生最终成
功入选“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成

为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张家口赛区是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雪

上项目的主要举办地，拥有古杨树和云
顶 2个场馆群，包括国家跳台滑雪中心、
国家越野滑雪中心、国家冬季两项中
心、云顶滑雪公园4个竞赛场馆。之后几
个雪季，“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的
高山队和云顶队都会来崇礼开展滑雪技
能、雪地救援、英语培训等。根据分
配，李岩在云顶滑雪公园服务。

“起步阶段挺痛苦的，很耗精力和体
力，疲惫的时候容易受伤。队里有股骨
颈骨折的、锁骨骨折的、膝关节损伤及
韧带撕裂的，受伤严重的只能退出队
伍。”李岩告诉记者，“为了能走上奥运
赛场，每名医生都在不懈努力。”

虽然没有延庆赛区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赛场那样险峻陡峭，但云顶滑雪公园
拥有雪上技巧、障碍追逐、U 型场地技
巧等 6条赛道，每一条赛道情况都不同，
这意味着赛场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运
动员可能出现的伤病都是不同的。

因此，滑雪水平进阶的日子里，教
练会根据队员不同水平和场地需求进行
针对性指导。高标准、严要求、抠每一
个动作细节，李岩和队友们都希望能让
滑雪技能和急救技能无缝连接。

“雪道救援和在医院接诊完全不一
样，在医院接诊是一套成熟的流程，急
救技能已经成为医生身体的一种本能。
但在雪道上，本来熟悉的急救技能会变
得困难，雪道的斜坡很大，一不小心人
和设备就滑下去了，更别说救人。”李岩
说。

今年 1月 21日，李岩和云顶队的 36
名队员经过最后确认选拔，正式进入闭
环工作。他们均是来自北京和河北各大
医院的医生，涉及骨科、急诊、麻醉、
口腔等多个专业。

进场最初几天时间，他们要准备好
急救包等各种物资，继续进行滑雪技能
练习，还要勘察赛道，熟悉点位等。可
大赛真正到来的时候，李岩和队友们都
被深深震撼——有时雪上温度低至零下

30摄氏度，还会有七八级大风，工作时
站在雪道边不能移动，运动员出现情况
才能闻令而动。

“又累又饿，极度寒冷，那种记忆真
是刻骨铭心。”李岩说。

回顾这次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保障工
作，云顶队滑雪医生共在赛场救治不同
程度受伤运动员 30余名，操作及救援流
程零失误。其中，有一名受伤严重的运
动员在赛场出现了意识丧失等危重症
状，队员们迅速处置救治，后由直升机
转运至医院，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

国际雪联医疗委员会副主席珍妮·舒
特在冬奥会后表示，云顶滑雪公园赛场的
雪上项目医疗保障近乎顶级。“不断学习、
不懈努力，我们云顶团队真的交出了一份
令所有人满意的答卷。”李岩说。

奥运落幕后，李岩像很多队员一样，
心中有不舍和失落。“这几年的宝贵经历，
我想我会铭记一生。很想和家人还有医
院的同事分享，我们成功保障了一次盛
会，真的很骄傲。”他说。

从手术台到奥运赛场，他将时光全情交付
新华社记者 杨帆

村里的桃花、李子花、油菜
花竞相盛开，田野沐浴着阳光，
散发着春天的气息。身穿红马
甲、背着红箱子、骑着红色摩托
车的“红骑士”们，正行驶在乡
间小路上，为春日的乡村增添
了一抹明亮的色彩。

这是记者近日在重庆市綦
江区农村看到的一幕。原来，
这群“红骑士”是一支照料护理
服务队，由綦江区民政局委托
第三方机构组建而成，为区里
5000 多名全自理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提供每月一次上门照料
护理服务。服务内容共有 18
项，包括理发洗头、剃须洁面、
修剪指甲、床铺整理等。

当天下午3点，54岁的“红
骑士”李久全在东溪镇永乐村
为村民徐文志理发、剃须。62
岁的徐文志身患肺病，膝下无
子女，也没有收入来源，独居家
中，被认定为全自理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

徐文志说：“以前我理发，
还得去街上。我身体不好，走
几步就喘。现在他们来了，每
个月都有人给我免费理发，生
活方便多了。”

“我每月要服务100多户全
自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有的
人住在山上，出行困难，我们经

常给他们带点生活所需的油、
米。”李久全说，“其实我们服务
不限于规定的 18项，还会根据
他们的需求进行调整，例如去
医院探望、给他们过生日等。”

据綦江区民政局社会救助
科科长徐茂科介绍，目前 80多
名“红骑士”中，不少人是夫妻、
兄弟，服务范围就在自己所在
的村、镇，工作上可互相帮助，
家事上也能相互照应。

徐茂科说：“以前对于这些
全自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关
爱仅限于物质层面，现在我们
注重‘物质+服务’，希望他们
不仅能吃饱穿暖，也能感受到
更加人性化的关爱。”

綦江区民政局副局长陈丽
表示，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綦江“红骑士”们共提供上
门照料护理服务5.7万次，服务
时长超过3.8万小时，收集全自
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诉求 109
条，办结诉求83条。

“这些服务不仅提升了全
自理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生活
质量，改善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也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岗位。
我们在服务中主动收集全自理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的诉求，将
其转交相关部门处理，更好为
群众办实事。”陈丽说。

奔走在田野里的“红骑士”
新华社记者 陈青冰

为满足大幅上升的核酸检测需求，上海青浦区香花桥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组成一支全天待命、随时出
发、团结高效的核酸采样队伍。自3月初本轮疫情出现至今，
他们身着防护服活跃在辖区内的小区、单位、学校，加班加点，
不言辛苦，累计采样56000余人次。新华社发 沈逸清 摄

在衡水，提起于兰义牙科，许多人
都会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凭着一颗

“为民解忧”的心，于兰义办起全市首家
正规民营口腔诊所；凭着精湛的医术、
高尚的医德，他成为广大患者信赖和喜
爱的牙医，并获得同行好评；他不仅心
系患者，更心怀大爱，用实际行动奉献
着光和热……

于兰义，从医近 40年，始终践行医
者初心，诠释医者匠心，弘扬医者仁
心，致力于口腔医学事业，书写着医者
情怀。

独立创业
办起全市首家正规民营口腔诊所
1984 年，于兰义从唐山卫校毕业，

被分配到衡水二院口腔科。他勤快好
学，踏实肯干，表现出色，得到单位领
导赏识；他对待患者耐心热情，认真负
责，赢得患者良好口碑。

善于思考的于兰义在工作中发现，
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一些大医院存
在收费高、手续繁琐，群众看病难、看
病贵的问题，许多牙病患者宁可忍着拖
着，也不愿去医院诊治，致使原本可以
治好的牙，非得拖到不得不拔除的地
步。如何能给患者提供更多的方便和实
惠，让患者及早解除这“说起来不是
病，痛起来要了命”的苦痛，于兰义

“自己创业”的激情在心中燃烧，他萌生
了辞职开诊所的想法。

1992 年，他毅然决然放弃众人艳羡
的“铁饭碗”，走出公立医院，开始了艰
辛的创业生涯。

创业难，难在第一步。寻找场地，
筹集资金，置办设备，是创业的关键和
基础。为了心中的理想，年轻的于兰义
怀着满腔热忱和坚定信念奔忙着。1992
年3月30日，“于兰义牙科”正式挂牌成
立，这也是当时我市第一家由卫生行政
部门颁发许可证的正规民营口腔门诊。
当时 30岁的于兰义也因此成为我市口腔
医学行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门诊开业后，于兰义一边探索一边工
作，很多设备都是他自己探索研制出来
的。在自己的诊所里，他不仅是牙医，还
是“机械师”、木工，甚至是“制药师”。看
牙需要的诊椅，区别于普通木椅的地方是
要有扶手和枕托。于兰义借来锛凿斧锯，
找来木板、钉子、棉絮，“叮叮当当”将木椅
改装成诊椅。除此之外，磨牙用的电钻、
牙齿美容用的光固化机，都是在他的巧手
下自制成功并不断改良的，一次，于兰义
在试制一种牙齿美容药剂时，由于没有掌
握好成分比例，烧杯猛然间爆炸，未做任
何防护的于兰义眼睛差点被崩瞎。于兰
义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刻苦钻研，遇到
不懂的就问，碰见不会的就学，通用机械
厂的工程师、医院的维修工、农业学校的
化学实验员……都成了他诊所的常客，渐
渐也成了他的朋友。

技艺精湛
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口腔健康

作为全市民营口腔诊所的领军人，
于兰义在专业化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
锐意进取、精益求精。

牙齿矫正是一项较难的技术，设计
矫正器要充分考虑不同患者的特殊情
况，从生物力学角度准确算出矫正簧产
生作用力的大小、方向和持续时间，才
能保证成功。于兰义舍弃本本主义，摸
索出了一套教科书上所没有的独特经验。

许多人长有智齿，一旦位置畸形或
者中途坏掉，想要拔除，这在当时可是

个“要艺儿”的技术活儿，一不小心就
容易损伤神经，一般的医生至少要3个小
时才能拔除一颗，而于兰义只需 30分钟
就能安全解决，这在衡水首屈一指。

现在都流行种植牙，这是缺牙修复
的一次革命，在不伤害邻牙的基础上，
借助邻牙固定义齿，确保其像真牙一样
恢复咀嚼功能。于兰义很早就开始接触
种植牙，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技术已经
炉火纯青，他还为此引进了全套的进口
种植系统，走在了技术创新的前列。同
时，他还在全市率先开展了牙齿美容。

于兰义精湛的医术令人啧啧称道，
使其成为远近闻名的牙科专家、口腔美
容师。不仅本地的，许多外地甚至国外
的患者纷纷慕名而来。

武邑县有个患者，5岁时被诊断为乳
牙或恒牙先天性缺失，造成营养不良，
家人问过很多口腔医生，都说不好治，
为此全家人一筹莫展。后来，经朋友介
绍，抱着侥幸心理来到于兰义诊所询
问，没想到，于兰义当即一口应诺，会
尽最大努力帮助患者解决这一难题。由
于患者当时年纪小，牙床也窄小，没有
适合的成品义齿。于兰义做好模型后，
将成品义齿不断磨改、抛光，废掉好几
套，终于配置出适合患儿佩戴的一套，
此后每年，于兰义还会根据患者牙床发
育程度为其适时调整。如今，这位患者
已经 20岁，每次来复诊，全家人都会由
衷表达感谢：“于大夫的技术真了不起，
孩子遇到您可真幸运！”

一名家住唐山的孕妇，一天晚上临
睡前吃零食不慎把门牙咬断，不听家人
劝阻，大半夜就赶火车来衡水找于兰
义。原来，之前她有颗门牙坏掉，就是
于兰义治好的，所以此次她不顾路途遥
远，连夜奔向这里。一个多小时后，她
对着镜子看着治好的牙，露出灿烂的笑
容：“这趟衡水，又来对了！”她的家人
也跟着长舒了一口气。

不仅国内各地的，这些年，于兰义
还多次“接待外宾”。曾有一位韩国老
人，患各种牙病多年，一提治牙就发
怵，冀州亲戚陈女士便向她推荐了于兰
义牙医。老人的儿子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专程带老人“打飞的”赶过来。老
人签证时间短，还要赶时间，加上语言

不通，精神又紧张，一开始，治疗不是
很顺畅。但于兰义始终和颜悦色，用了
解的朝韩知识跟老人聊天，请老人的儿
子在一旁翻译，逐渐拉近了与老人的距
离，老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了治
疗。治牙、补牙、镶牙，仅用了十几
天，老人所有的牙病就都治好了。老人
感激不已，临走前拉着于兰义的手，用
韩语不住地向他道谢，身边的儿子也向
于兰义鞠躬致谢。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于兰义认识到，
要想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多学、博学。他
始终严格要求自己，锐意进取，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阅读大量医学杂志及书刊，积极参
加行业学术交流研讨、培训等活动，并坚持
到国内外顶尖口腔医院进修学习，掌握国
内外最新技术与理念，努力提升自身专业
水平，以满足患者的健康需求。正是凭借
这种孜孜以求的劲头，于兰义的医术不断
提升，在疑难牙体牙髓病、阻生智齿拔出、
牙齿矫正以及各种缺失牙的美容修复等方
面，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在衡水口腔界依然
保持着“老大哥”的风采和魅力。

医德高尚
用体贴和关爱赢得患者信赖

于兰义的医术精益求精，医德更是
有口皆碑。他经常告诉徒弟，要换位思
考，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痛病人之所
痛，想病人之所想，待病人如亲人”，要
时刻把患者放在第一位，用热情贴心的
服务，让患者都能拥有一口好牙齿，能
够“品齿间美味、享口中幸福”。

“于大夫，快！帮我把牙拔了吧，我
实在是受不了了！”近日，一男子捂着腮
帮子来到诊所，表情十分痛苦。看着他
渴求的眼神，于兰义一边安抚，一边仔
细检查。很快，确定患者是牙髓炎，并
迅速制定了治疗方案，认真施治。5 天
后，男子专程上门道谢：“牙不但不疼
了，您还帮我保住了牙齿。给您点赞！”

“于大夫特别会为患者着想。我父亲
年岁大了，行动不便，于大夫宁愿自己
费点事也要让老爷子少跑几趟。”采访
中，一位患者家属介绍，当时她父亲除
了两颗大牙，其余的全部掉光，需要镶
几乎满口牙。在做模型时，于兰义见老
人还有两颗好牙，就细心地在模型上留
出空隙，这样，如果那两颗牙掉了，只

要填补上就行，不用重新再镶满口了，
让患者既省了钱又省了事。

“于大夫看牙是只选对的，而不是推
荐贵的。”曾在于兰义牙科看过牙的李女
士说，治疗前，于大夫会把各种价格表
摆在患者面前，如果患者实在拿不定主
意，他就根据实际情况推荐适合的，而
不会一味地推荐高价的。“就像我这颗
牙，最便宜的 380 块，最贵的 2000 多
块，于大夫给推荐了既实惠又耐用的680
元价位的。到这儿来看病，无论技术还
是服务，都让人觉得舒心又踏实。”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优质的服务、良好的口碑，令于兰

义牙科声名远扬，诊所每年诊治的患者
多达上万例。“我的很多患者都是经其他
患者介绍而来的，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
任。”于兰义深信，技术精了、服务好
了，自然就会博得患者的信赖。

乐于奉献
用大爱书写医者情怀

凭借德技双馨，于兰义不仅得到了
患者信赖，还赢得了同行的尊敬和社会
的广泛赞誉。2002年，于兰义高票当选
为衡水牙科医师协会第一届会长，2018
年当选为河北省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首
届委员、河北省口腔医学会第二届民营
分会副会长。多年来他带出的徒弟遍布
全市及周边地区。但他从不张扬，而是
低调做人，始终保持着平和心态。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患者的
认可才是对我最大的褒奖。”多年来，于
兰义始终坚持把患者装在心中，用真心
真情回馈患者。在我市业内首次提出对
烈士家属、立功军人、残疾人、90岁以
上老人、家庭经济困难户五类人员实行
半价优惠，每位患者治疗结束后均可享
受10年的免费保修服务。

世界卫生组织将口腔健康列为人体
健康的十大标准之一。口腔健康的标准是

“牙齿清洁、无龋洞、无疼痛感、牙龈颜
色正常、无出血现象”，它与全身健康密
切相关。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大家的口腔
健康意识？如何才能让他们愿意走入牙科
诊所进行定期保健或者治疗……这成为于
兰义这些年不懈努力的目标。

作为一位忙碌的牙科医生，于兰义
对每一位患者都极其耐心负责，尽量解
答患者的问题，恨不得把所有的口腔健
康知识都告诉对方。工作之余，于兰义
还走上街头宣传口腔保健常识，走进学
校讲解刷牙方法，深入小区免费治疗牙
病，还编印《牙病防治知识》等宣传册
免费发放给群众，撰写了 《怎么预防龋
齿》《几个常见的护牙误区》《怎样预防
儿童牙病》等大量科普文章，通过报刊
向群众普及牙齿保健知识。

多年来，于兰义还始终热心公益，
积极关爱帮扶特殊群体，力所能及回报
社会。偶然间从援疆朋友那里得知，有
个少数民族初中生因家庭贫困上不起
学，于兰义便常年对其进行资助，并表
示直至其大学毕业；2020年，衡水二院
支援湖北 8 名医护人员全部“安全回
家”，于兰义为每人赠送了珍贵的黄金饰
品，向“最美逆行者”致敬；他还经常
到特教学校、养老院献爱心送温暖……

“作为一名医生，必须有大爱仁
心。”在于兰义看来，为医者要恪守医德，
更要胸怀天下。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
迹，没有激情澎湃的豪言壮语，但于兰义
和他的牙科诊所正用实际行动，奉献着爱
心与力量，书写着责任与担当……

把健康和美丽带给更多人
——记全心全意服务患者的牙医于兰义

本报记者 张洪宁

于兰义（上）正在为患者诊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