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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李青 刘歆韵 王兆鹏 韩
斌） 4日，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常州二院）的手术室中，开始了一场
生命之间的接力。34岁的崔先生捐献
了1个肝脏、2个肺、2个肾脏和2片眼
角膜，将为7个家庭带去新生。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崔先生
头部遭受重创，发生了严重的创伤性硬
膜下血肿和多发性大脑挫裂伤。由于
受伤后送医时间过长，虽然经医院全力
救治，崔先生的病情仍持续恶化。最
终，这位年仅34岁的青年被诊断为脑
死亡。突如其来的打击，令崔先生的家

人悲痛欲绝。经几番思量，他们作出一
个决定——捐献崔先生的多个器官，让
他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为确保捐献过程尊重逝者，且最大
化地保护受赠者的利益，院方联系常州
市红十字会和江苏省器官获取组织
（OPO）工作组，向家属详细讲解了器官
捐献相关流程，完成《人体器官捐献亲
属确认登记表》签署，并迅速组建由多
学科专家组成的医疗团队。

4日手术当天，在手术室的无影灯
下，医护人员们怀着敬意，小心翼翼地
完成了这场生命之间的接力。

34 岁男子意外离世，家属选择让他的
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去

所捐献的人体器官
为7个家庭带去新生

■本报记者 孙婕 本报通讯员 李宵
张睿哲 房玥 图文报道

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芯片，近百个焊
接点，焊接间距仅0.5毫米……常州博
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子装联
部焊装车间内，李丽娜一边焊接芯片，
一边给工人讲解焊接技巧。她手中的
焊枪轻轻一点，带起一团轻烟，仅用15
秒便完成焊接，且X射线检测下无虚
焊、无连焊。

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八届全国电子
制造行业焊接技能大赛总决赛中，38岁
的李丽娜从来自47家单位的63名选手
中脱颖而出，获大赛通标组第一名，夺
得一等奖。

“刚来公司时，我是个‘门外汉’，主
要负责流水线线束焊接、装配等辅助性
工作。”李丽娜回忆，为了提高焊接技
术，她总是缠着经验丰富、技术好的工
友讨教经验；报废的板卡，空余时间被
她用来反复练习；积极参加公司组织的
培训，充实焊接相关知识……

随着焊接技术不断提升，2019年，
李丽娜担任电子装联部焊接车间维修
组长，负责产品技改、插件返修、技工人
员培养等工作。带领小组工作没多久，
她就遇到了一次“大考”。

“因原材料问题，一项工程约有
1200块板卡产品需要更换芯片。按照
原来的焊接方法，很可能没法按时交
付，公司将产生重大损失。”李丽娜说，
经多次实践，她更改了焊接手法，调整
了烙铁的接触位置，将原本的圆锥型烙
铁头换成刀型烙铁头，不仅提高了成功
率，还保证了焊接品质，为工程交付抢
出宝贵的5天时间。

“有难解决的焊接技术问题，总会
想到李丽娜。”博瑞电力电子装联部部
门经理顾学敏告诉记者，2022年，公司
开始大力发展储能相关产品，但在产品
维修环节，遇到了焊接间距大、散热快
等问题，效率和成功率较低，需要两个
人合作焊接。此时，李丽娜挑起“大
梁”，她一边找同行业有经验的代加工
厂进行维修测试，一边反复尝试，最终
一人独立完成焊接。这条产线的产量
也直接翻倍，给公司带来了不错的经济

效益。“我们的维修成功率甚至超越了
代加工厂，技术也在行业里也得到了认
可。”

李丽娜不断打磨自身技能，也带动
了公司其他工人钻研技术、立志成才。
两年前，李丽娜的徒弟潘国桃来到电子
装联部，勤奋的她连工间休息都在练习
焊接。“李工总是很耐心地指导我，我希
望能成为和她一样的技能人才。”潘国
桃说。

焊接自动化已成为现代焊接生产
线中的发展趋势，如何让手工焊接技术
的优势在机器上完美展现？李丽娜开
始带头对选择性波峰焊设备进行参数
研究，为机器装上智慧“大脑”。“常见的
关键参数包括锡波高度、料槽温度、预
热温度、焊接时间等。我结合多年经
验，对不同产品有针对性地设置设备参
数，可高效完成大批量焊接需求。”李丽
娜说。

目前，李丽娜已经成为低压电器及
成套设备装配工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
维员两个工种的高级工，并努力早日取
得工程师和技师职称。“公司建立了蓝
领职级体系，还会组织开展技能等级认
定和技能技术双通道的互评，为我们一
线工人打通了向上发展的通道！”李丽
娜的干劲十足，她期待，职业前景和收
入都越来越好。

从“门外汉”到获得全国赛一等奖

“电焊一支枪”背后有“绣花功夫”

■吴斐 庄奕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近日，第十一届江苏省残疾人艺术汇
演获奖名单出炉，由常州市中吴实验学校
师生们参演的节目《向阳花开》获得了舞
蹈类一等奖。这些孩子都有听力障碍，大
部分既听不到也说不出，却用热情的舞蹈
诠释了“想说、想喊、想唱”的心声。

从6月27日开始排练，至7月18日
录制参赛视频，在这20多天里，从9时至
16时，孩子们坚持每天排练6个小时。他
们摔倒过、痛过、哭过，无数次地擦干眼泪
重头再来。回忆起孩子们的努力和付出，
指导老师薛燕媛面对记者湿了眼眶。

参演的20多个孩子，小的只有8岁，
大的接近20岁，无一例外都是零基础，对
压腿、下腰、压脚背这样的舞蹈基本功一
无所知。薛燕媛用手语告诉孩子们各种
动作要领，比如身体一定要直，要将脚背
压到最低、膝盖骨绷到凹陷，但孩子们就
像听“天书”，一脸茫然。动作参差不齐、
力度不足、走位偏差、难以把握节奏……
练舞过程中，孩子们出现各种各样的问
题，薛燕媛和其他四位老师通过无数次的
手语沟通，耐心细致地指出孩子们的每一
处不足。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反复练
习，因为太过疲乏，中午吃过饭后，个个躺
在排练室里呼呼大睡。

舞蹈《向阳花开》以特教为主题，在近
8分钟的时间里，通过播种、感化、培育、
成长四个阶段，讲述了一位特教老师置身
于一线教育工作，带领无数听力障碍的孩
子走出阴霾，舞出多彩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中吴实验学校的师生
们情谊深厚，老师就像妈妈一样慈爱。有
个寄宿生今年17岁，在她小学一年级时，
薛燕媛就是她的老师。感受到老师无微
不至的关心，她遇到了难题和困惑，总要
向薛燕媛倾诉。去年她初中毕业升入职
业高中，不能再和薛燕媛朝夕相处，每每
排练到离开校园、走上新的人生旅途的场
景时，她就禁不住泪流满面，其他孩子也
是哭成一团。

今年10月中旬，中吴实验学校的师
生们前往南京，在当地青少年宫的舞台上
参加了艺术汇演。暖黄色的光打在她们
身上，她们迈动步伐向着光追逐，虽然听
不见，却沉浸在艺术里，传递对美好世界
的感受。演出结束时，《向阳花开》引得观
众掌声雷动。薛燕媛说，孩子们的生活已
恢复常态，但这段经历将成为宝贵记忆，
让她们深深懂得，“人生不应该因为医学
上的定义而自我设限”。

花开无声，跳出希望和美好望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