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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记者来到成都市金牛区
一处普通民居，这是赵一曼烈士孙女陈
红的家。她珍藏着一幅根据照片绘制
的油画，画中赵一曼怀抱儿子“宁儿”，
神情坚毅。

“拍摄照片后她就离开了，我父亲
再也没见到他的妈妈。”陈红触摸着画
面，将时空拉回到那生离死别的瞬间。

赵一曼，本名李坤泰，1905年出生
于四川宜宾。大姐夫郑佑之烈士，为中
国共产党川南党组织的创建人，二姐李
坤杰、二姐夫萧简青、四姐李坤能是中
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在他们的引路
下，李坤泰 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黄埔军校
武汉分校）、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她化名李一超，与同学
陈达邦相爱结婚。甜蜜还来不及品味，
怀着身孕的她奉命回国，在湖北、上海、
江西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她
在宜昌生下儿子。孩子仅一岁多，她和
姑妹陈琮英就将儿子寄养在五哥陈岳
云家，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革命。

分开前，她抱着儿子照了一张合
影，寄给了丈夫。谁料，竟成永别！

九一八事变后，她化名“赵一曼”，
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在沈阳、哈尔
滨领导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
秘书、组织部部长和哈尔滨总工会代理
书记。

《东北抗日联军史》记载，1933年 4
月，面对日伪军警横行、工人备受欺凌

的现状，赵一曼连夜指导哈尔滨电车工
人大罢工，将城市交通脉搏骤然掐断。
最终，日伪统治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压
力，答应工人复工条件，罢工取得全面
胜利。

1934 年 7 月，赵一曼前往珠河县
（今尚志市），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委
员，后出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
二团政委。她以非凡的智慧与勇气，成
为日伪报纸上赫赫有名的“双枪白马”
女政委，日寇目标中将她与赵尚志并
列。

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
一曼在珠河县小西北沟与日伪军激战
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

在伪满哈尔滨警察厅（今东北烈士
纪念馆）那间阴冷的刑讯室里，敌人用
尽惨绝人寰的酷刑——钢针刺伤、烙铁
灼肤、辣椒水灌鼻……面对非人的折
磨，赵一曼的意志如钢铁般不屈：“你们
可以让村庄变成瓦砾，把人剁成肉泥，
但消灭不了我的信仰！”

在哈尔滨治疗期间，她强忍骨碎化
脓的剧痛，断然拒绝截肢——她坚信保
住腿，就有重返战场的希望。在她的感
化下，看守董宪勋与护士韩勇义助她逃
离魔窟。然而三天后，敌人再度追至，
赵一曼重陷囹圄。

1936年 8月 2日，年仅 31岁的赵一
曼在珠河英勇就义。赴刑场的列车上，
她向押送人员要来纸笔，用被敌人折磨
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远方的儿子写
下字字泣血的绝笔：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
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
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
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陈红带着哽咽诵读，这是她的父亲

——“宁儿”陈掖贤在东北烈士纪念馆
亲笔抄录，作为传家之宝。那不忍卒读
的字迹，蕴含着何等巨大的情感！

革命胜利后，李坤杰、陈达邦、陈琮
英和陈掖贤几经寻找，党组织终于确认
赵一曼就是李坤泰。陈掖贤在东北烈
士纪念馆抄录母亲遗书时，在手臂上用
钢笔深深刺下“赵一曼”三个字。“父亲
告诉我，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
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
去。”陈红说。

在哈尔滨，2375米的“一曼街”刻
入城市肌理；在宜宾，一曼公园、一曼
村、一曼大道、一曼中学成为追怀之地；
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金牛区纪委
监委等邀请陈红作为宣讲老师，走进社
会和课堂……中华大地上，赵一曼的精
神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传颂！

新华社记者 谢 佼 杨思琪 姜思妮

赵一曼：舍家卫国的巾帼英雄

做完大手术不久的患者，怎么转到
康复医院？临终病人想从医院回家，有
办法送吗？……非急救转运的“刚需”多
种多样，但规范化转运服务供不应求，一
些患者家属只得选择设备简陋、坐地起
价的“黑救护车”。

如何既有力监管“黑救护车”，又加
大正规医疗照护转运供给？记者采访了
相关部门和专家。

最大限度形成监管合力

收取“天价”转运费、缺少医疗照护
设备……近期，多起“黑救护车”事件接
连曝光，引发社会关注。

今年4月，陕西一辆“救护车”送重病
患者从宝鸡到西安，说好全程3000元，可
车到中途又加价400元。事后经查，该车
辆登记在浙江一家民营医院名下，但院

方称车辆“被转户”后无法联系，现已脱
审且为非法营运。

去年8月，广东湛江一位老人临终前
从医院回家，通过私人运营的“救护车”，
3公里路、10多分钟车程，花了 1800元。
家属不禁感叹：“落叶归根”之路，竟会如
此昂贵。

此前，还有一名患者从吉林长春某
医院紧急转往北京治疗，期间乘坐了一
辆喷涂有该医院标识的“救护车”，但车
内除氧气瓶外几乎无急救设备，途中氧
气瓶还两次耗尽，车辆不得不反复下高
速加氧，延误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长途运送患者属于社会营运还是
救护车管理范畴，定性尚不明确。”中国
卫生法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华卫律师事
务所主任郑雪倩介绍，“黑救护车”位于
多个部门的监管“交界处”——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审核医疗机
构救护车配置及医护人员资质；公安交警

办理救护车审批登记，对“黑救护车”加装
警灯、改变外观等非法改装行为进行处
罚；交通部门可以监管车辆非法营运，但
运送危重病人的车辆是否属于“营运车
辆”缺乏明确认定；市场监管部门则难以
界定转运病人这类医疗服务的合理定价。

记者采访了解到，针对社会反映强
烈的“黑救护车”现象，近年来多部门进
行严厉打击。虽然仍面临难题，但卫健、
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正
密切沟通信息、协调配合，最大限度形成
监管合力。

扩大正规服务满足“刚需”

山东青岛一名老年患者，脑梗治疗
后出院要回家休养，跨越上百公里、搬抬
转运，并非易事。家属联系了 96120——
当地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非急救

医疗转送服务，踏实顺利地解决了问题。
打击“黑救护车”的同时，如何给病

人及家属的非急救转运“刚需”一个出
口？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为
满足多元化转运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
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探索医疗照护
转运服务模式，有效增加服务供给。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全国非急救医
疗转运探索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由政府设立非急救转运服务
站，鼓励医疗机构开展相关服务。例如，
北京的非急救医疗转运项目主要由“999”
调度，由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
统一派车。

二是由政府出面，面向社会招募非
急救医疗转运服务车组加入。例如，江
苏昆山在 120急救平台中加入非急救转
运模块，由政府出面向社会招募车组。

三是鼓励各类社会力量支持和参与
非急救转运服务。例如，上海开通了

“962130”非急救助行服务热线，由上海交
运直属单位承担服务；广东、湖北等地成立
非急救服务公司，开展相关非急救业务。

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建立健全医疗照护转运的
支持政策体系，研究制订服务定位、工作
条件、服务内容、管理要求等。同时，积
极申请统一特服号码，鼓励各方力量参
与，规范、公开服务内容及价格，满足群
众医疗照护转运服务需求。

转运选车谨防几大陷阱

心急火燎之间，是否轻信了医院门
口“中介”推销？转运病人途中，如何避
免医疗照护“掉链子”？相关专家在接受
采访时，为病人非急救转运选择车辆给
出几个建议：

——查资质，谨防无证营运。正规

转运车辆通常双证齐全，既有交通运输
部门许可，也在卫生健康部门备案，可要
求查看。此外，应注意车辆是否仅挂靠
在医疗机构，实际已经由个人承包、脱离
了监管。

——看硬件，谨防设备糊弄。普通
病人转运如对车辆要求不高，一般需确
认担架稳固性等；中重症病人转运时，车
辆往往需要配备氧气瓶、呼吸机、心电监
护仪、微量注射泵等。

——核人员，谨防照护不足。一些
重症病人的转运护送，需要配备至少一
名持证医护人员。家属可查验执业证
书，确认照护人员具备急救培训资质，提
前询问转运中如患者突发呼吸困难、心
脏骤停的预案。

——明费用，谨防隐藏消费。可提
前了解市场参考价格，费用构成要签订
协议，落成白纸黑字，防止口头约定低
价、后续不断加价。

病人转运如何用好“救护车”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蔺 娟

今年4月，陕西一辆“救护车”送重病患者从宝鸡到西安，
说好全程3000元，可车到中途又加价400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刘妍言）7月 13日，省卫生
健康委联合省气象局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受西太
平洋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 13日至 18日我省关中平
原大部、陕南河谷地带将持续 37摄氏度以上高温闷
热天气，14日至15日将是此轮高温天气最强时段，西
安中北部、咸阳南部、渭南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突
破40摄氏度。

此外，根据省气象台预报，14日至 22日，我省以
晴天和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方有小到中雨或雷阵
雨。19日、21日、22日，陕北部分地方有大雨。23日
至26日，受副热带高压及台风外围气流影响，全省多
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气象部门建议公众及时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
信息，合理调整出行时间，避免高温时段户外活动，做
好防暑降温措施。

建议一般人群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外出时穿
着轻便、宽松、浅色的衣服；使用防晒、防蚊虫叮咬用
品；避免跑步、爬山等剧烈活动，及时纳凉休息。使用
降温设备调节室内温度，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在空调
连续运行2—3小时后，建议开窗通风10—15分钟，促
进空气流通；主动、多次、适量饮用温开水，饮食尽量
清淡。出现头晕、乏力、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
先兆症状时尽快降温，症状严重及时就医；保持通信
畅通，出现紧急情况，立即联络他人寻求帮助。

慢性疾病患者要确保常用药物储备充足，加强健
康监测，如果血压、血氧、心率、情绪等指标出现异常，
或病情出现波动，及时寻求他人帮助或就医。

建议糖尿病患者每日饮用 1500至 2000毫升温
开水或淡茶；清淡饮食为主，适量减少主食；运动时
间宜选在清晨或傍晚，随身携带糖果以防低血糖。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在
室内使用空调温度不宜过低；注意保持情绪稳定，合
理补充水分，清淡饮食，作息规律。有“三高”等相关
基础疾病人群，要做好身体监测，一旦出现中风症状
及时就医。

慢性呼吸疾病患者在室内保持适宜的温湿度，经
常通风，避免因从高温环境进入空调环境，温度骤变
引发咳嗽和哮喘急性发作等疾病的发生；规律用药并
随身携带急救药物，若症状加重，及时就医。

过敏性疾病患者要警惕高温暴晒和过强紫外线
暴露可能引起的皮肤炎症或皮肤过敏性疾病。外出
时穿戴防晒衣、宽檐帽等防晒装备，避免使用刺激性
护肤品。

孕妇、老年人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少量多次喝水，
家中适时通风，保持环境凉爽；与家人、邻里、社区保
持联系，密切关注自身状况，身体不适时及时就医。

儿童高温时段不宜外出，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单独
留在汽车等封闭空间内；如必须外出时，需有成人陪
伴，不私自到河湖游玩。

户外作业人群应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务必掌握
中暑应急处置措施，户外作业时使用防暑降温用品，
定时休息，及时补充水分及电解质。警惕热射病，如
出现体温迅速升高并出现意识模糊、抽搐、昏迷等症
状，及时就医。

我省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

↑7 月 14 日，在汉中市公路
局210国道路面改造工程小毛垭
段施工现场，参建人员头顶烈日
进行路面铺筑。

通讯员 魏涛 摄

赵一曼和儿子合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宁黛艳）7月11
日，记者从省教育厅获悉，相较于往年，
2025年陕西义务教育学校入学手续办理
的最大变化，是全省统一使用“教育入学
一件事”系统。在前期家长模拟填报的
基础上，全省各市（区）正式报名工作近
期陆续启动。

为帮助即将升入一年级和七年级的
学生家长更好地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
系统办理入学，省教育厅发布致家长的
一封信，提醒家长牢记重要节点、注重账

号安全、谨防上当受骗。
各市（区）报名时间不一，家长要提

前通过当地教育局网站或微信公众号，
查清楚日程安排，正式报名时最好错开
高峰时段，减少网络堵塞。提交材料后，
耐心等待审核结果，留意手机短信或登
录系统查看，若提示“审核未通过”，务必
登录系统查看未通过的原因，再按照提
示补充材料后重新提交。

建议家长使用相对复杂的密码组
合，比如 8位以上“字母+数字+特殊符

号”，以防“秦务员”账号被盗，给报名过
程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寻求他人帮助
时，输入密码环节最好自己操作，防止委
托他人填报出现信息错漏或选择错误，
影响录取结果。

省教育厅提醒，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
施“阳光招生”，勿信所谓的“内部渠道”“走
关系”择校入学等说法，以免造成损失。遇
到疑似招生欺诈，建议及时报警。办理入
学手续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拨打各市、县
义务教育阳光招生电话进行咨询。

全省统一使用“教育入学一件事”系统

←7 月 14 日，陕西交控西延
分公司黄陵陆养中心养护工人
在延西高速黄陵段K144+900延
安方向操作举升车，对遮挡高速
路面的洋槐树枝进行修剪。

通讯员 李陈洋 摄

←7 月 14
日，在西安地
铁 2 号线渭河
车辆段，轨道
专业人员对道
岔及线路设备
进行检测，用
汗水筑牢安全
防线，守护地
铁平稳运行。

通讯员
李嘉彬 摄

↑连日来，在宁陕县三星康
养综合体建设项目二期（祥洲小
区）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塔吊挥
舞着长臂，建筑工人进行着钢筋
绑扎、混凝土浇筑等作业，项目建
设“热”力值拉满。图为 7 月 11
日，工人在整理捆绑备用钢筋。

通讯员 王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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