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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爱 城市 暖 故事

4月11日，宁波晚报微信公众
号、甬上APP报道了在宁波象山打
工的河南小夫妻陈高光和娄倩倩遭
遇煤气爆炸，导致重度烧伤，生命垂
危的事情。

该报道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
注，当天中午，就有不少热心读者在
第一时间转发、捐款并留言：“宁波
是爱心城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祝
早日康复！”“自己虽然不富裕，但也
要尽点微薄之力，加油！”“孩子们还
等着爸爸、妈妈回家”“快快好起来，
回家买套大房子幸福地和家人在一
起”……

当晚，象山发布、象山港网站等
象山媒体也纷纷转载本报报道，呼
吁为陈高光夫妇捐款。

很快，来自宁波各地的爱心善款
就像洪流，源源不断地涌入象山慈善
总会为陈高光开设的募捐账户。

4月12日中午，象山县丹西街
道办事处组织机关全体党员干部为

陈高光夫妻募捐，大家纷纷伸出援
助之手，共募得善款18510元，送到
了陈高光亲属手中。

同时，陈高光工作的移动门窗
店老板，也特意送来了5000元钱表
示慰问。

……
截至昨日下午 4 点记者发稿

时，爱心款已超37万元，宁波晚报
微信公众号推文阅读量已超8万。

医院也传来好消息，目前陈高
光和娄倩倩暂时闯过了最危险关
头，下一步，将对他们身上的焦皮进
行清创，然后马上植皮。

4月12日下午，象山县慈善总
会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
院的要求，汇了20万元善款至医院
账户，其中12万元为陈高光手术费
用，8万元为娄倩倩手术费。

陈高光的亲属在得知宁波晚
报，宁波的爱心机构、单位和广大爱
心人士为之做出的努力后，特地在

本报微信公众号后留言感谢社会各
界的爱心救助，感谢宁波晚报的热
心报道。

陈高光的堂弟特地给记者打来
电话说：“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宁波
人的恩情，看到这么多好心人的支

持与鼓励，我们非常感动，宁波人给
了我们最大的温暖。我们会全力救
助哥哥、嫂子，有一线希望都不放
弃，等他们好起来，一定要亲自感谢
宁波的好心人们！”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金雪微

宁波街头救人的这位“女神”
5年来一直在教授急救培训
她说：希望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

3 月 31 日，一段在宁
波街头救人的视频在网络
上持续发酵，累计阅读量
超千万。宁波人陈敏华用
堪称教科书式的救援，
“圈粉”无数。

这样的危机关头，她想
都没有想就出手相救。给
她最大底气的，是急救专业
度。她是AHA-HS（国际
心脏协会心血管急救培训
中心）导师，曾以志愿者的
身份参与了50多场马拉松
赛事的急救保障。

这样的事并非偶然，
这些年来，她用自己的专
业技能救了很多人。她最
大的心愿是：人人学急
救，人人会急救。

本报报道引发关注，一日筹款超37万元

“宁波人给了我们最大的温暖”

■“河南追梦夫妻烧伤”追踪

事情过去十来天了，现在碰到相
熟的朋友，还有人提起这件事。“你胆
子真够大的，就不怕出事啊？”对于朋
友的疑虑，陈敏华总是一笑而过。这

个问题，她从未想过。
“在保护脊柱的情况下，

翻到侧卧位是为了把卡住他
脖子的头盔带撤除，不然会影
响呼吸，脱掉头盔后立即再翻
到仰卧位，解开衣服扣子，保
持呼吸通畅……”陈敏华现场

救援时，周围很多人劝她“不要碰，我
们已经打了120，救护车马上来了！”

“急救是争分夺秒的，只有‘黄金
4分钟’。”陈敏华坦言，当时的第一反
应就是救人。“我第一时间上前，就是
希望用自己的专业，帮助他。如果能
帮上忙，我挽救的不只是一个人，而
是一个家庭。”

说起来，这已经不是陈敏华第一
次救人了。

2018年10月，她和飞机上的乘

客还联手上演了一场万米高空的救
援。在上海浦东飞往底特律的航班
上，当时一名外籍乘客起身去洗手间
时，突然整个人瘫倒在地。陈敏华迅
速上前救助，所幸乘客转危为安。

这些年，车上备急救包早就成了
陈敏华的一种习惯。如果去短途旅
行，她还会带上便携式AED。

“我希望，所学的急救技能一生
都用不到。一旦用到了，没准就是他
们的一生。”

一波教科书式的救援让她“圈粉”无数A

陈敏华是从2015年开始接触急
救培训的。

“2014年跨年夜，上海外滩发生
了踩踏事件，接受采访时，来自温州
的一名护士呼吁，希望大家都去学习
急救知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如果当时很多游客懂一些急救知识，
公共场所配备一些急救设备，后果可
能不会这么严重。”当时看到这则新

闻时，陈敏华心头一沉。一段时间
后，她就带着家人组团去上海参加急
救培训。

2015年3月，陈敏华第一次以志
愿者的身份报名参加无锡马拉松应
急保障。那次，有一位选手倒地昏
迷，志愿者和急救人员在 CPR 和
AED的配合下，选手被成功救治，这
是中国首例马拉松“猝死”AED施救

成功的案例。
“以前身边很多朋友都觉得学急

救没什么用，那次以后，很多人渐渐
意识到，学急救知识是可以救命的！”
陈敏华更是坚定了当初的选定。

从那一年开始，陈敏华就开启了
与马拉松的缘分。这几年，她以志愿
者的身份，参与了50多场马拉松赛
事的急救保障。

参与了50多场马拉松赛事的急救保障B

一个人的能量，毕竟是有限的。
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急救培训？

2016年，陈敏华玩起了“跨行”，
成立浙江中体拓投资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专业从事急救技能的培训。普
通人经过7.5小时的培训后，就可以
掌握基本的急救技能。

从一开始的每年几十人培训到
现在每年有上千人，这几年培训人数
逐年增加。

这些年，陈敏华做的公益也越来
越广。2018年，她带领公司团队参
与公益支教，为玉树的孩子开展院前
救护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去年疫情
期间，作为浙江省自驾车旅游协会副
会长的她发起号召，呼吁省内的房车
车友贡献房车，给抗疫一线的公安干
警和医护人员提供避风港。

这次宁波街头救人的视频在网
络上火了。评论区，就有网友提出：

“如果我们身边有更多的人懂急救，
这个城市或许就更有安全感了！”还
有网友直呼：“这操作简直教科书级，
不说了，我要去学几招！”

“我希望大家不要关注事件本
身，而是应该关注急救培训。”陈敏华
说，她有一个心愿，希望有一天，人人
学急救，人人会急救，人人敢于救人。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茹茜 通讯员 高培霞

她说：希望人人学急救，人人会急救C

▲ 陈 敏 华 向 记 者 演 示
CPR（心肺复苏）和AED（自动
体外除颤器）的操作流程。

象山丹西街道党员干部捐款。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