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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丰

郑益欢 陆老师

忙碌的期末考试季结束了，陆老师正在计划如何度过这个暑假。

这一届的欧洲杯和美洲杯他都没有完整地看一整场，“熬夜对身

体还是有害的。”陆老师说，于是他只挑集锦看看，顺带着关注一下比

赛结果。

2020年，在武汉高校工作的一对夫妇：陆老师和曾老师，回宁波

过年，不料确诊新冠。在这一过程里，曾老师的闺蜜因感染去世，她

舅舅也在鬼门关走上一遭，但是陆老师坚持在隔离病房里直播讲

课。他们出院后，第一时间捐献了血浆，还很快回到工作岗位，参与

线上授课工作。

曾经那些因为患新冠肺炎带来的种种伤痛，在时间的流逝中似

乎已经沉寂，陆老师重新回到日常的授课生活中，“只不过大部分工

作都被挪到了线上，线上帮学生做论文开题、答辩，还有线上招生。”

陆老师说。

上课的时候，陆老师偶尔会和学生讲起自己的抗疫故事，课上的

外国学生也会被他的乐观感染。在陆老师任教学校的官微报道下

面，有学生给他“打call”，还有学生调侃他“胖了”。“有个学生上民俗

学的课，其中的人物口述采访作业还来采访了我。”陆老师笑道。

陆老师依然很关心疫情，每天他会点进新闻 App 里的抗疫版

块，看看哪些是高风险的地区。“前一阵印度的疫情不是很严重吗？

我还关心来着。”今年整体情况比去年好得多，陆老师上半年也有了

几次出去研学开会的机会，西安、广西、新疆，各个地方的疫情管控都

很严格，让他觉得欣慰，“现在的管理已经日常化了，也没以前那么担

心了。”

改变在细微处。去年在住院期间，为了给自己提气，打发寂寞的

时间，陆老师每天都会在病房里练习八段锦。现在工作忙了起来。

虽然不太练八段锦了，但是他每周都会去学校里的羽毛球场打一次

球。外出安排爬山的时候，他还会特意给自己备件衣服，“以前觉得

身体好无所谓，现在还是谨慎一点，要是感冒会很麻烦的。”

一场病，让陆老师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也让他变得更豁达，“尽

人事听天命吧。”陆老师说，“所谓的尽人事，就是不服输，不低头，不

妥协，这是我自己抗击新冠肺炎的感受，其实和即将到来的奥运会精

神是一致的。只要能确保运动员不被感染，整座城市正常运行，奥运

会能办起来，那就说明，人类对抗新冠肺炎已经胜利了，这也是不服

输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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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擦拭‘心灵的窗户’，也会去抚慰心灵。”在朋友圈，陈庆丰

发了这样的感言。疫情之后，这名眼科专家对于生命的理解，正在变

得越来越开阔。

瑞安人陈庆丰是武汉视佳医眼科门诊部的院长，在武汉打拼了

多年。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急缺护目镜等防疫物资，他和哥哥陈庆申

开展了一场紧急大支援。两个月的时间，哥俩累计筹集捐赠护目镜

24 万多副，替代泳镜 5 万多副，筹集捐赠款项达到 230 多万元，其中

兄弟二人自掏腰包共计捐款46万多元，并为一线医护人员免费修配

眼镜 200 余副。兄弟俩的故事被广为流传，但陈庆丰不愿多谈那些

好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要把工作和生活当成做好事的福

田来耕耘，怀着大爱做好每一件小事。”

不久前，陈庆丰又多了一个身份：心理咨询师。这是他生活的一

个重要变化。“暂时换了工作服，但没有换工作。”

疫情期间，陈庆丰也接触了很多人，越来越觉得：生命的健康，不

能缺少心理的健康。

6 月 4 日，陈庆丰一次性通过了心理治疗师资格考试，成为一名

国家注册心理师。陈庆丰说，这次考试还是挺不容易。

今年以来的前四个月，陈庆丰每天埋头看书，为了准备考试，连

正月初一都关在家里背书刷题，有的书快翻烂了，刷了上万道题目。

“是的，我不是很聪明，只能靠努力！”陈庆丰说，这也是奥运精神

的一种，“其实不管有没有观众，赛出自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这

次奥运会，同样是充满了期待。”

现在，陈庆丰正在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心理治疗学脱产进修学习，

周末照样做一名眼科医生。

“我不会改行，我还是眼视光医生，只是以后在服务范围上会有所

延展，除了关心孩子的近视，更多的还会关心近视的孩子。”陈庆丰说。

“心理治疗不怎么赚钱，但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陈庆丰这样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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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个周末，郑益欢都在宁波海曙区新冠疫苗接

种方舱里工作——身为志愿者的他，往往要从早上 8 点

守到下午 5 点，为前来接种的人发放问卷，并提供指引、

科普等服务。

志愿服务，对这个23岁的大男孩来说，游刃有余。郑

益欢曾是宁波海曙康复医院的护士，去年2月，在武汉疫

情最严重的时刻，他果断辞职，驱车800公里驰援武汉。

郑益欢在抗疫一线坚守了38天，目睹了来自全国各

地医护人员前赴后继抵达武汉，协力应对前所未有挑战

的场景，看见了很多患者依靠强大的信念战胜病魔的感

动，也见证了空荡荡的武汉一步步恢复生气的场面。

谈及那难忘的38天，郑益欢感慨依然，“心理承受的

压力远比身体遭受的劳累更容易压垮人。那种永远不知

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会和谁面临生离死别的无助感，太

可怕了！”对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而言，他们面临的挑战

不仅是从医术上战胜新冠肺炎，也要提高自己的心理承

受力，这样才会在灾难面前依旧保有坚定的信念。

或许，郑益欢驰援武汉的决定源于一时的满腔热情

与冲动，后来，支撑他在抗疫一线坚守下去的动力，则来

自四面八方的温暖与善意。

那也是郑益欢快速成长的38天，他开始深刻理解承

担的意义，“任何时刻，总要有人站出来。”

如今，郑益欢将更多空闲时间投入到志愿服务中，做

接种疫苗的志愿者，去大山里探望老人，希望努力把“益

欢青年志愿服务队”真正打造起来。郑益欢开始真正理

解医护工作的价值，“它不只是一门生存技能，更是救死

扶伤的责任。”

尽管已从临床护士转岗到行政，郑益欢却比以往更

加认真地钻研血透、ECMO 等临床上的技术性操作，利

用业余时间上网查资料或向前辈请教。“我亲眼看见它们

对病人起到了多大的帮助，而会和精是完全不同的两种

概念。”郑益欢说。

郑益欢早已听说这届东京奥运会将在“无观众模式”

下举行，在他看来，空场一定不会阻挡选手们的热情，就

像去年曾在一度空荡荡的武汉奋斗过的医护人员们一

样，观众也从不会缺席，他们只是换了种方式在为他们心

目中的支持者摇旗呐喊。

喜欢打羽毛球的郑益欢已开始期待奥运会的到来。

“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是在传递着象征体育精神的火

炬。那种勇敢挑战自己、永不服输的精神，正是对抗疫情

的当下我们最需要的信念。”郑益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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