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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薇院士团队研发的新冠疫苗进入一期临床

试验，一时间有关疫苗志愿者的新闻占领热搜，网

友对首批参与接种的“一百单八将”十分好奇。他们

中有低剂量组的004号首位女性志愿者、参与过方

舱医院筹备的靳官萍；005号武汉封城期间志愿者、

吉他男孩樊瑞；009号退伍军人、网红帅哥朱傲冰和

中剂量组的038号武大校工、马拉松达人任超及高

剂量组的084号长跑健将、爱读书的莫诗琦。志愿

者包括了常住武汉的男女老少，都是来自各行各业

的普通人。他们因为在疫情期间接种临床试验疫

苗而获得了自己的独有代号，记录了他们从线上

报名、参与接种，再到隔离观察的一段难忘经历。

首批新冠疫苗志愿者首批新冠疫苗志愿者：：他们是勇敢的特殊编号人他们是勇敢的特殊编号人

樊瑞卸车搬运物资樊瑞卸车搬运物资

任超的志愿者证件和接种流程说明任超的志愿者证件和接种流程说明

“大家好，我是任超，今天是我隔
离观察的第六天，我的身体状况良
好，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感谢大家的
关心。”每天一个两三分钟的小视频，
每次相同的开场白，任超用 vlog和网
友分享自己接种新冠疫苗之后的隔
离生活。

从报名成为志愿者再到成功接
种，任超的接种经历可以说是一波三
折。3月 17日，结束工作的任超像往
常一样打开马拉松跑友群，想看看大
家今天又聊了什么。虽然疫情的原
因，很多赛事都停办了，但和群友聊
聊心得，还是让任超觉得挺开心。忽
然，一则群友转发的链接吸引了他的
目光。“好像是和新冠疫苗有关。”怀
着好奇心，任超点开细看，发现是陈
薇院士团队研发出的新冠疫苗，进入
一期临床实验了，正在招募志愿者。

常住武汉、身体健康、18-60周
岁，任超觉得自己全都符合，就想报
名加入。因为在武汉大学保卫部工
作，利用工作便利，任超还去找生命
科学学院的老师“求科普”。了解了
疫苗的基础知识后，果断报名。报
名和体检，任超都算早的，按照批次
应该接种低剂量组，不过最终编号
038的任超，成为中剂量组的一员。

“接种后要隔离 14天，我要去单位把
假请下来。”任超说。

疫情期间，任超的工作挺忙的，
不仅要在武大校门口负责测温防疫，

还要负责樱花核心区域的
封闭管理。3月19日早晨，
接到体检合格电话，任超赶
紧和保卫部的领导请假。
防疫期间，保卫部批不了
半个月的假，领导又帮他
去人事部申请。为这个特
殊的请假条，人事部还上
报给了校领导，最终领导
不仅准了假，还特地嘱咐
他好好保重、注意身体。

新冠疫苗的新闻出来
之后，很多网友称赞志愿者
们是勇士，是疫情期间的探
路者。任超却觉得，这个称
呼太重了，自己担当不起。
他通过视频和网友说：“在
我们眼里，真正的探路者
是陈薇院士和她领衔的科
研团队。据我们所知，疫
苗刚出来的时候，是注射
在陈薇院士身上的。所以
他们才是持续前行的探路
者，而我们只是选择了站

出来，跟随他们的脚步前行。”

回应质疑

我们是志愿者
不是职业试药人

伴随着赞誉，也有一些质疑的声
音出现，网友好奇这些志愿者究竟是
什么人？甚至有人留言问志愿者是
不是职业试药人，参与临床实验是不
是有利可图？其实他们都是自主报
名的，来自各行各业。

莫诗琦得知招募志愿者的信息，
就是从任超朋友圈里看到的。同为
长跑爱好者莫诗琦和任超一起参加
过好几场马拉松赛事，也加入了共同
的跑友群。任超接种前后分享的心
得，让莫诗琦了解了接种的流程，她
觉得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新冠疫苗分为 3个组别，按照接
种的时间随机分配，最初接种的36人
属于低剂量组，编号 037-072的志愿
者属于中剂量组，最后接种的 073-
108号就属于高剂量组成员。莫诗琦
的编号是 084，属于最后 36名的高剂
量组受试者，需要在左右上臂外侧的
三角肌上分别注射一针疫苗。

回忆起自己从报名到接种的经
历，莫诗琦既不像其他人那么平静，
也不觉得紧张害怕，反而是有点担
心。虽然长期跑步健身，但她对自己
是不是每项指标都能合格也没有把
握。“我拿完体检结果，就遇到一起来
的一个女生，她因为血小板含量略
低，没能入选，表情看起来挺遗憾
的。”莫诗琦报名的时候，疫苗招募志
愿者的信息已经流传得很广了，因为

报名人数太多，科研团队还不得不提
前关闭了报名通道。

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科研团队
给每位志愿者发了知情同意书，告诉
他们接种之前随时都能退出。同时，
志愿者们参加临床实验，也都获得了
家人的应允与理解。朱傲冰在接种
前就告诉家里人了，家人们都觉得他
能为疫苗的研发作点贡献特别光
荣。他家三代都有从军的经历，明年
就要退休的父亲，至今还作为警察坚
守在防疫的一线岗位上。

任超是在通过体检后才告诉母
亲的，平时他跑马拉松、登雪山，母亲
总有点放心不下，这次接种疫苗，母
亲却没有阻拦他。靳官萍大学读药
学专业，在制药企业上班，她从专业
角度对疫苗进行科普，让在老家的父
母放心不少。

处在观察期中的志愿者们普遍
表示身体状况良好，但由于个人体质
不同，有部分志愿者会在接种初期出
现接种处微红、发痒，或发热等轻微
反应。接种初期，医护人员会定期查
房，了解志愿者的身体情况，志愿者
们也可以用透明对照卡，监测自己的
体征是否在安全范围内。

“专家组的须知已经向我们事
先说明了可能出现的反应，轻微的
症状过几天就会消退，就和我们小
时候接种流感疫苗一样。”靳官萍
说。房间里提供的专线电话，志愿
者们可以随时拨打，有医护人员 24
小时在线答疑。

志愿者们解释，接种疫苗之后，
他们不需要被注射病毒，也无需去接
触病患，只需通过抽血来化验体内是
否产生了抗体。出隔离期之后的6个
月，都属于志愿者的观察期，在接种后
的第 1个月、第 3个月和第 6个月，进
行的三次抽血检测，就是志愿者们需
要配合科研团队完成的工作。
志愿者们是否接种成功、产生抗
S蛋白特异性抗体，就要等待检
测结果来揭晓了。

志愿服务

首位女性志愿者
也曾参与筹备方舱医院

靳官萍提及接种疫苗前的
心情，用的词是“平静”，好像这
次活动就如同她之前每次做志
愿者活动一样。疫情暴发，又
赶上过年，靳官萍的工作暂时
停滞，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
她一直都在从事志愿者服务。

武汉病例暴增期间，各区
的体育馆开始改建成为方舱医
院。开院前大量的准备工作都
需要人手，靳官萍就成为了其

中一员。“我去的是洪山体育馆，第一
批的三个方舱医院之一。”48小时之
内就要把空旷的体育馆改建成摆满
病床的医院，志愿者们的压力也不
小。靳官萍负责铺电热毯、整理床单
被套和患者的一人份生活用品，让每
个病人来了就能住下。

回忆当时的工作，靳官萍已经想
不起来 800张病床里，她到底铺了其
中多少张。她只记得，十多个志愿者
和现场的工作人员们效率都特别高，
到第三天凌晨，方舱医院就完全准备
好接收病患了。

之后，靳官萍还陆续加入爱心车
队接送医务人员，并参与发放捐助物
资。但她觉得这段经历“没什么厉害
的，就是刚好需要，刚好我在。”眼下，
虽然在隔离期，靳官萍还是持续关注
着公益活动的信息。最近有福建爱
心人士给武汉的困难群众和环卫工
人捐了7200个口罩，靳官萍是在武汉
的联系人，过了隔离期就要赶紧把物
资发放出去。

和靳官萍有着相似经历的还有
樊瑞，他们都是武汉封城期间的群众
志愿者，加入了好几个共同的服务
群。“像是顺路接送医务人员，帮着给
援助物资卸车，我都做过。”

让樊瑞印象最深的一次活动是
帮“钢子哥”运送物资的爱心车队在
仓库卸车。“钢子哥”是中国华侨公益
基金会善行团公益基金的创始人，他
集结了不同省份的 15辆大货车和 9
辆保障车从江西开到武汉运送物资。

“物资包括口罩、消毒液等医疗
用品，也有能储存的食物，加起来总
共300多吨。”樊瑞的工作就是把车上
的东西搬下来，运到仓库的指定位
置，然后再等相关机构来领物资。

光是卸车，樊瑞就先后往青山的
仓库跑了三四趟。搬东西是力气活

儿，他没觉得苦，反而特别心疼爱心
车队的司机们。“他们搭帐篷住在仓
库里，下小雨了也得忍着，等拿到离
汉许可证才能走。”最终，爱心车队的
成员们都通过了检测，准备离汉，樊
瑞也就又投入到下一段志愿者工作
中去了。

面对生活

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爱好大不同

接种疫苗之后，志愿者们被统一
安排到疗养院内隔离，一人一间房。
因为早就接到科研团队的通知，志愿
者们来之前就准备好了隔离期间解
闷的东西。樊瑞带的是一把吉他，他
谦虚地说自己弹得不好，还处在学习
阶段。住在他隔壁房间的邻居，也是
音乐爱好者，想利用隔离期自弹自唱
录一首歌，为疫情助力。于是樊瑞每
天练完琴就把吉他放在门口的柜子
上，发个微信让邻居出门拿。

莫诗琦喜欢读书，每个月读两本
书是她多年坚持的习惯。这回她带了
《追风筝的人》和《偷影子的人》到隔离
点，希望能利用这14天把它们读完。

马拉松爱好者任超则特意多带了
几身运动服。咨询过工作人员之后，
除了前两天不能洗澡就没运动之外，
任超每天都会在房间里运动一番，有
俯卧撑、卷腹、原地跑，以保持体能。
他还计划着等疫情结束就去刷新自己
2小时45分的全马最佳战绩。

朱傲冰算是志愿者中的红人，他
拍的 vlog网友们特别爱看，也有网友
说他的军装照特像一位当红男明
星。朱傲冰每天上午写稿，下午录制
并发布视频。为了保证效果，一条视
频他甚至录过几十遍。他与影像的
缘分起源于两年的军旅生涯。18岁

进部队，朱傲冰就在宣传部门服役，
跟着战友学会了拍摄和后期剪辑的
技术。如今27岁的他，回到武汉后和
朋友经营一家摄像航拍的公司，兼顾
兴趣与工作。

与此同时，志愿者们也在隔离期
完成着自己的工作。在电信公司工
作的莫诗琦是一名客服，接种疫苗之
前就已经开始在家办公，线上帮客户
处理问题。疫情期间营业厅不开门，
线上业务忙，莫诗琦在隔离点仍然保
证周一到周五上班，工作不停歇。在
医药公司工作的樊瑞和靳官萍也都
陆续线上复工，用自带的电脑联络客
户、处理业务。

文中的 5 名志愿者是 108 位首
批新冠疫苗接种者的缩影，这 108位
接种者全部常住武汉，是来自社会中
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中有党员也
有群众，有“00后”也有年过半百的人，
有人喜欢通过社交媒体记录生活，也
有人谢绝了所有的媒体采访。有的人
在隔离结束后会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工
作岗位，也有人写下请愿书，希望自己
有了抗体就能到一线去做志愿服务。
无论怎样，当疫情彻底过去，回想起
2020年的春天，一个独特的三位数编
号，将会承载他们曾经为抗击疫情贡
献过心力的独特记忆。 □武冰聪

■特别关注

接种心声

探路者这个称呼太重了
我担当不起

西安城历来是卧虎藏龙
之地，高人辈出，不乏能者、
强人，也不乏痴狂之人。他
们或声名显赫、家喻户晓，或
不见经传、默默无闻。有的
居庙堂指点江山，有的出没
于市井笃定生活。

我有幸认识一位活跃在
西安收藏界的“痴人”。此人
名曰康勤国，关中乾州人氏，
于古城经见世面，打拼世事
多年。他从事统计工作 30余
年，兢兢业业干好统计工作
之余，坚持收藏爱好，先后涉
猎邮票、打火机、字画、白酒及酒瓶
的收藏，近年来又注重红色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传播，尤喜毛泽东诗词
作品，对《沁园春·雪》颇有研究，对
《沁园春·雪》的书法作品情有独
钟。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敬仰，
对《沁园春·雪》的深刻理解和感
悟，凭着对书法艺术极大的热爱，
使得他二十年如一日如痴如狂地
热衷于《沁园春·雪》书法作品的收
藏。截至目前，他已收集北京、山
东、山西、四川、江西、广西、河北、
宁夏、甘肃、内蒙和陕西等 20余省
市书法家的《沁园春·雪》书法作品
600余幅，并在闲暇之余完成《沁园
春·雪》专题研究著作初稿。

和他的相识缘于一个乡友的
引荐，那天因业务需要，要与高人
交流和探讨，这位乡友极力推荐了
他，相约之后，我们几人聚在建国
门外一处雅致场所喝茶聊天。他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质朴、踏实、平

易近人，也许出身农家的人身上都
有一个共性，具备坚忍不拔、不骄
不躁、脚踏实地的品性。他年纪
虽然比我大，但言谈举止得体，懂
得照顾别人的感受，理解年轻人
闯荡社会的不易，并能就我们面
临的困境第一时间给出建议。与
他交谈的过程中，很多事情犹醍
醐灌顶，令人茅塞顿开。

近两年来他的收藏搞得风生
水起，常有媒体关于他的报道。有
人评价他：“收藏书法作品与众不
同，独具慧眼，独辟蹊径，收藏立意
高，主题明确，开辟了收藏书法作
品的新途径。可谓‘格超梅以上，
品在竹之间’。”陕西日报社书法协
会秘书长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创
举，既向社会传递了正能量，又推
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回望过去，从一开始的艰难收
集，到现今有很多书法家主动与他
联系赠送作品；从一开始不被家人

和朋友理解，到现在的全力支
持，都彰示了他收藏之路的日
益成熟。如今的康勤国，对
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的
书法作品收藏充满了深切感
恩，他说：“尽管在收集的过
程中困难重重，也曾因为不
被理解而遭受别人的白眼和
拒绝。这一路走来，有快
乐，也有烦恼，有幸福，也有
痛苦。现在，我靠坚强的毅
力挺过来了。真诚感谢每一
位支持者，不论是经常谋面
的还是未曾谋面的人。”
在他 看 来 ，收 藏 是 一 种 爱

好，是为了实现自己传承和传播
红色文化的梦想。期望退休后
仍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正是这样的赤子之心，才鼓
励着他一路走来。

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
已经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沁园春·
雪书法艺术博物馆”，规模虽然不
是很大，但自开馆以来，已接待近
万人次参观，在陕西收藏界成为一
件美事。他最大的愿望是等待合
适的时机，创办一个更大规模的书
法艺术博物馆，同时举办一次全国
性的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巡回
展，并从所收藏的作品中评选出一
批代表性的精品，出版一本毛泽东
诗词《沁园春·雪》专题书法集。

“痴人”一梦终成真，赤子初心
到白头。想到他的收藏之路，也有
我的助力，心里不由就多了一份骄
傲和自豪！ □赵凯云

“收藏痴人”的赤子心

康勤国康勤国((右一右一))向朋友展示藏品向朋友展示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