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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朵叫“晓卉”的花，在春天永生
追记倒在抗疫一线的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原副主任白晓卉

本报记者杨文、萧海川、王阳

　　 3 月 22 日 10 时 30 分，济南市粟山殡仪
馆，送别她的人们手捧鲜花，神情肃穆。
　　此时，黄海畔的山东威海，疫情初步实现社
会面“动态清零”，同来支援的战友踏上归程。然
而，就在这胜利的前夜，为了胜利奋战 11 天的
女医生白晓卉，不幸溘然长逝。
　　幼子失去了慈母，老人失去了女儿，学生失
去了导师，团队失去了头雁……一切来得如此
突然。
　　突然间，她的生命定格在海边的风雪中，她
的故事流传在温暖的春风里，她的名字铭记在
大家心里。
　　突然间，人们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她奔波
辗转在北京、新疆、河南、山东等抗疫前线。从天
边到眼前，她原来守护着无数人。

拂晓离去

　　白晓卉生前是山东省省直支援威海核酸检
测队队长、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
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副主任、博士生
导师。
　　 3 月 19 日凌晨 3 点，白晓卉最后一次从
威海的核酸检测实验室交班离开。从 3 月 9 日
前来支援威海疫情防控，11 天内，白晓卉已和
同事一起奋战了多个夜班。
　　 3 月 7 日，威海出现本土首例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确诊病例数量不断增多，大量无症状感
染者出现，传染源头尚未查明……疫情形势严
峻，威海开展大规模核酸检测，样本检测压力
骤增。
　　山东紧急抽调多支核酸检测队伍前往威
海。作为支援威海疫情处置省直检测队领队兼
一组队长，白晓卉带着团队在 9 日凌晨 4 时抵
达，10 个小时完成核酸检测实验室布局、调试
仪器设备和试剂装配工作。
　　白晓卉长期从事分子诊断工作。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她担起了检测核酸样本的重任。
　　医学检验师，是距离新冠肺炎病毒最近的
一群人，也是冲锋在抗疫前沿的“侦察兵”。面对
无形的“敌手”，周身密不透风的防护是基本
装备。
　　闷热的防护服里三层、外三层，戴着护目
镜，脸上全是压痕……“大家经常工作六七个小
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就为了减少穿脱全程防
护服次数，避免浪费时间。”和白晓卉一起去威
海的同事、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副主
任技师吴晓本说。

　　早一分出具检测结果，就能为遏制病毒传
播早抢出一分先机。检测队员轮流倒班、昼夜不
停，歇人不歇机器，一个班次下来已是精疲力
尽。身为队长的白晓卉，还要梳理总结当日工
作、调度补充试剂耗材、优化提升流程效率。
　　“普通队员尚能通过倒班连续休息 10 个
小时，她可能只休息两三个小时。”白晓卉的同
事这样说。
　　据初步估算，3 月 9 日至 20 日，省直支援
威海核酸检测队共完成近 11 万管样本检测。
这些样本覆盖人群约 100 万人次。随着样本的
不断检出，威海市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总体
稳定，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快要迎来胜利曙光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
　　 19 日凌晨返回驻地休息的白晓卉，中
午还与同事一起吃饭。“白老师那天下午还
在师门群里提醒，我们得开组会了。可是到
了约定的时间，白老师却一直没有上线。”白
晓卉的硕士研究生王榕榕说，“她一直惦记
着大家的论文进展，我还给她发了上课的视
频链接。”
　　或许是老师临时有任务？或许是老师罕见
地忘记了？学生们没有多想。直到 20 日，噩耗
传来，老师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临床专
家初步诊断死因系心源性猝死。
　　检测队入住的酒店，离海边只有数百米。本
来，她计划等解除隔离，约着同事好好看一眼
大海。
　　 3 月 20 日，春分节气，本应是春光正好、
生机勃发的日子。

洁白如卉

　　眉眼弯弯，笑意盈盈。大家都说，工作中的
白晓卉活力满满，经常听到她爽朗的笑声；生活
里她又乐观热情，积极向上。
　　“你看她大大咧咧的，说话豪爽，但是做起
事来非常细心。研究生的时候，我们整天泡实验
室里，晓卉看我们很枯燥，就给大家唱个歌，活
跃气氛。”回忆起白晓卉，山东省立医院临床医
学检验部副主任技师邵春红说。
　　还在读研的时候，邵春红和白晓卉曾一起

帮人搬家。她很有心地在每个家具上贴好纸
条，提醒注意事项。
　　“一方面很开朗、不拘小节，但是做起事
来，能把每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包括后来
工作中也是如此。有她在，我们就心里踏实。”

邵春红说。
　　有次，邵春红和同事要撰写国家级课题
的申请书。白晓卉积极协调为这支团队争取
到了 3 个月的科研假，还就近腾出一处僻静
场所，让大家静心工作。
　　山东省立医院副院长孙志坚说，白晓
卉业务能力很强，被评为山东省泰山学者
青年专家，是医院培养的后备学术带头人，
曾在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发表学术论文
摘要。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白晓卉
带领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的同事们，马
不停蹄地奋战在一线。
　　 2020 年 6 月，白晓卉率队前往北京新
发地市场支援，48 小时内紧急改造符合要求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创下“山东速
度”；20 多天后，她带队奔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喀什市，完成了 20 多万人份的核酸检测，
还对当地医院检验科工作人员开展 9 天的
培训，培养 60 多名业务骨干……
　　 2022 年 1 月，河南发生疫情。白晓卉再
度领衔出征。6 日凌晨 5 点，她与同事携仪器
设备从济南出发；7 日凌晨 2 点，队伍就完成
对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的所有仪
器设备试剂装配调试工作。
　　高强度的工作成了家常便饭。和白晓卉
同去支援河南抗疫的同事、博士研究生王泽
筠说：“时间紧、任务重，大家没有在正常饭点
交班，都是跨着饭点进行交接。”为协调保障
核酸检测，白晓卉曾连续工作 20 多个小时
未能休息。
　　“每个人的一天都是 24 小时，但我们总
感觉她的时间好像更多一些。我经常问她，你
的精力怎么这么旺盛，你不累吗？她就笑笑不
说话。”王泽筠红着眼圈说。
　　同事眼里，白晓卉对工作一丝不苟。邵春
红说：“有时候，深夜标本送来了，就得熬夜做
分析，但晓卉没有怨言，经常看到她的小孩在
实验室里学习，她就在一旁工作。什么困难，
在她眼里都不是事，都能应付、化解。”
　　同事们说，白晓卉是“小太阳”，温暖着大
家；也有人说，她是洁白的花卉，带给人春天

的芬芳。

永远盛开

　　“我们不想让她当英雄，只想让她继续教
我们……”有学生想起白晓卉便哽咽不已。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院的学生王
丽丽觉得，白晓卉不仅是自己学业上的指导
老师，更是生活里的“白姐姐”。腊八节给大家
带粥，平时还喊着一起看电影。
　　王丽丽第一次去实验室的时候，白晓卉
还专门等在楼下。
　　“白老师看我不太适应，还专门开导我，
指点论文怎么开题，PPT 怎么排版。”王丽丽
有时候实验不顺利，耗费了一些试剂和耗材，
白晓卉也没有批评。“她安慰我不要灰心，失
败很正常。”
　　 3 月 8 日那天，实验室的女生都收到了
巧克力。“白老师还跟我们开着玩笑。”王丽丽
说，就在大家聊天的时候，白老师突然接到准
备出发的通知。
　　一如往常的果断、干练，白晓卉立马收拾
好随身物品，和大家挥手作别。
　　“白老师注意防护、注意安全！”学生们送
她到实验室门口。
　　“放心吧，你们也记得跟上实验，回来咱
们再开组会！”
　　这是学生们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样子。
　　“以为和前几次支援疫情的时候一样，她
会再次元气满满地回到实验室，给大家分享
出差的趣事。”山东第一医科大学临床医学诊
断专业马婧瑜回忆，白老师最大的一个愿望，
就是脱下隔离服，换回普通的防护服。
　　年初河南疫情结束，返回济南的路上，同
样有小孩的王泽筠和白晓卉聊起天：“姐，这
么久没见着孩子，真想啊。”
　　“马上就回去了。我从北京、从新疆隔离
完回家，都搂着两个孩子一起睡，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哈哈。”
　　在白晓卉女儿眼里，妈妈就是“天使”。她
曾给妈妈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是她写给
妈妈的一封信。
　　“我的妈妈是天使。新疆全民核酸检测，妈
妈她们穿上防护服、戴上护目镜，经常工作 6
到 8 个小时，中途不能吃饭。每天的标本堆得
和小山一样高，所有的医生都在努力和疫情作
斗争。”
　　在妈妈讲抗疫故事的那个下午，阳光如
水般温柔。女儿依偎在母亲怀里，端详着妈
妈，似乎看到了脸上曾经的压痕。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记者高萌、姬
烨、李丽）3 月 19 日下午，邓小岚老师在河北省
阜平县马兰村做音乐节准备时突发脑梗，经医
治无效，于 3 月 21 日晚平静离世，享年 79 岁。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记
唱一首心中的歌谣，让孩子们知道，爱在人
间……”
　　去年 11 月底，为了收集北京冬奥会开幕
式奥林匹克会歌演唱环节的新闻素材，我们走
进太行山深处，采访了一群大山里的孩子，也
采 访 到 了 孩 子 们 背 后 一 位 低 调 朴 素 的 老
人——— 邓小岚。
　　第一次见到邓小岚，是在马兰小学的音乐
教室里。那天下午阳光很好，斜斜地洒进房间，
她就那样坐在画满五线谱和音符的黑板前，把
自己与马兰的故事娓娓道来。
　　邓小岚是原《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女
儿。1943 年，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为了隐蔽起
来办报，晋察冀日报深入太行，驻扎在阜平县马
兰村。在一次扫荡过程中，村民们为了保守秘
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们真是不管怎么胁
迫，都不讲的，结果敌人在那两天的时间里连续
杀害了 19 个乡亲。”邓小岚哽咽着说。
　　而她自己，也是在这样的反扫荡时期诞生
的。在一次转移途中，母亲丁一岚临产，在山间
的一座小破棚子里生下了她。“我妈妈说我是清
早的时候，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出生的，然后接着
就被担架给抬回报社了。”
　　时局动荡，加之父母工作特殊，报社再次转
移的时候，邓小岚被留在了阜平。村子里一对老
夫妇养育了她，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把她送回
父母身边。
　　“那些老同志，把马兰村当作自己的第二故
乡，非常惦念马兰的村民。”
　　 2003 年的一次偶然，改变了邓小岚之后
的生活。
　　她和报社的老人们回马兰扫墓，刚巧碰到
当地的少先队员也在扫墓。
　　“我提议说给爷爷奶奶唱歌，但他们什么歌
都不会唱。我心里挺难受的。后来我就想，我要
有时间，一定教他们唱歌。”
　　转过年来，她就兑现了承诺。每年拿出很
多时间留在马兰村，在她父母曾经战斗生活过
的地方，教孩子们唱歌并学习乐器。从《二小放
牛》到《欢乐颂》，从《团结就是力量》到《在那遥
远的地方》，邓小岚始终相信，音乐教育会让孩
子们受益终生。她说：“歌曲里头都是诗，是人
类文化里最美、最精华的东西。学习音乐之后，
孩子们的情感会发生变化，性格会变得开朗。”
她也坚信，“如果有人教，农村的孩子一点不比
城里的差”。

　　“有一次我们到上海去参加一个国际青少
年音乐夏令营，有很多国外的学生乐队，在音乐
会的最后，大家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小志愿
者就过来说，如果你们不会英文，可以到最后跟
大家一起唱中文的就可以。我说，我们会的，因
为我教过他们唱。”
　　“我就要给孩子们这样一个信心，让他们在
任何场合都一点不怯场。”邓小岚说出这句话的
时候，眼神温暖又明亮。
　　 2006 年，邓小岚在马兰小学成立了第一
支小乐队。说起招募标准，她笑眯眯地说：“我的
原则是孩子们喜欢，我能让他们感到音乐的快
乐，那就来跟我学。”
　　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邓小岚还曾自费带
着小乐队的成员们来到北京，天安门、鸟巢、水
立方、动物园……她陪着孩子们几乎逛遍了整
座城市。“我第一次带他们到我家里住，我爱人
天天给他们熬粥、蒸米饭……不光要有一技之
长，也想让他们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直到采访当天，她还清晰地记得大部分孩

子的去向。“（小乐队第一批）6 个小孩全都大
学毕业了，都是学理工的。还有一个男孩子可
能都该工作第二年了，他当年考的河南大学。
当时我特别高兴，因为河南大学是我父亲毕
业的学校。”
　　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毕业了，邓小岚
的小乐队却始终在。“我老说，我变老了，但
是我们小乐队老也不长大。”从最初的一个
月来一次马兰，到后来随着乐队孩子们增
多，基本扎根在马兰，有人问她，为何不安
享晚年？她却说，只要孩子们高兴，她就高
兴。“不是好多老人都喜欢旅游吗？我就喜
欢到马兰旅游。”
　　 2013 年，她看到关于德国森林音乐节
的报道，音乐流淌在山林之间，沁润着每一位
听众的心田。“我觉得应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
机会，让他们能够表演……另外，我们马兰的
山水也挺漂亮的。”
　　她在山间的瀑布旁找了一块空地，搭了
个简易的“鸽子舞台”。“我觉得寓意也挺好

的，鸽子像一只大手一样，托起孩子们的梦
想，托起我们的未来。”第一次音乐会，引起了
轰动，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纷纷跑来看，连对面
的山头上，都站满了人。
　　这次演出的成功，不光让孩子们备受鼓
舞，也让邓小岚有了一个更大一点的梦。纯
户外的舞台，极易受天气影响，她开始琢磨
着搭一个好一点的舞台。朋友介绍的一位设
计师曾做出一个“月亮舞台”的方案，尽管处
处都满意，但这个计划却因种种原因被搁置
了 8 年。
　　直到几年前，“月亮舞台”再度被提上日
程，邓小岚联系了当年那位设计师，才发现 8
年来，尽管这个设计在国际上拿了大奖，也有
许多人想用这份方案，但设计师没有把它给
任何人。
　　问及原因，设计师说：“我觉得当初接这
个事情的时候，真的就像一个梦一样，我到马
兰就觉得那是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山里有
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小孩，他们想做个音乐会，

我就帮他们设计了一个月亮舞台。我觉得这
个舞台就要建到马兰村。我宁愿永远是一个
梦，不要破碎。”
　　“月亮舞台”终于接近竣工的时候，铁贯
山下、胭脂河畔，悠悠地飘来了一个更宏大的
梦。马兰的歌声，从小岚老师的音乐教室、从
山林间的小小舞台，传向了更远的地方———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
　　邓小岚回忆起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感受时
说：“我根本不会想到是这样的事情。”
　　原来，冬奥会开闭幕式团队看到了媒体
关于马兰小乐队的报道，他们也最终决定，让
这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孩子们在开幕式演
唱奥林匹克会歌。
　　随后的几个月，北京、河北请来的专业
音乐老师、希腊语老师给孩子们进行了密
集的训练，邓小岚虽然口头上说担心影响
孩子、“尽量少掺和”，但她还是经常安静地
坐在教室一角，看着孩子们歌唱。得知孩子
们要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会歌的时候，
她还特意提前确认了时间，赶到学校和孩
子们一起上课。
　　从阜平，到北京，小岚老师一直和孩子们
待在一起。在酒店休息时、在鸟巢候场时……
总能看到这样一位老人，寡言却亲切，始终在
角落里，默默地凝望着、陪伴着孩子们。
　　距离开幕式正式表演还有 4 天的时候，
小岚老师曾向记者表示：“我想我们小孩一定
会表现得很好的，到时候我会在现场。”
　　 2 月 4 日，开幕式正式演出那天，孩子
们果然没有怯场。他们专注、投入，勇敢而明
亮。用高水平的演出，打动了全世界。
　　冬奥会结束，又快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孩子们满载而归，邓小岚也像往常一样，再次
奔赴马兰，筹备音乐节。
　　无人料想，意外先至。
　　舞台之下，将再也没有小岚老师充满爱
意的凝视。
　　邓小岚老师的子女在讣告中说：“妈妈生
前最后的 18 年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
入在河北省阜平县马兰村的儿童音乐教育，
这给她带来快乐和满足；北京冬奥会马兰花
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奥运会会歌获得世人
高度赞扬，更将她的快乐推向高峰，她在自己
生命的高光时刻离去，而且走得安详平静，这
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慰藉。”
　　曾经有人问过邓小岚，月亮舞台有没有
什么特别的寓意。
　　她回答：“也没什么特别的寓意，月亮就
是月亮，在水里，在天上，在哪都能看见它。”
　　今夜，愿这温柔月光，也能照亮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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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卉生前留影。 受访者供图

　　全国妇联 22 日作出决定，追授山东省立
医院临床医学检验部原副主任、主任技师、研
究员白晓卉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全国妇联号召广大妇女向白晓卉学习，学
习她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学习她
永葆初心、甘于奉献的为民情怀，学习她不畏
艰险、冲锋在前的意志品质，学习她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的奋斗精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立
足岗位、接续奋斗，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
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22日电

全国妇联追授白晓卉

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