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新闻A03 2023年3月25日 星期六
责编/苏媛 美编/张宁

XIAMEN DAILY

好 心 闻

林晨晖很有韧性也很乐观。
参与创建“救心圈”，他看到的是AED

在心源性猝死病人院外急救“黄金四分钟”
中的重要性，坚信会“越来越好”；线下活动
小朋友在公益帐篷下嬉笑玩闹，他看到的
是越多小朋友参与，就越能将AED急救的

“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
不急、不躁，林晨晖相信，每一个踩下

的脚步，都能在人们心中留下印记。除了
微信公众号与线下急救知识普及活动，林
晨晖和志愿者们也会走进校园、企业开展
公益讲堂。有的人听完一次课，下次再来
时又把上次学的忘了，林晨晖也不急，就又
一次耐心讲解、示范、引导。林晨晖说，看
似简单的重复实际上都有意义，而他和伙
伴们要做的，就是让AED急救的“种子”在
这些重复的努力中“生根、发芽”。

厦门市湖里区救心圈志愿服务中心林晨晖：

奔走，点亮“救命神器”AED坐标

记者手记

播下“种子”

◀扫码观看志愿者
林晨晖的一天

完善修正AED坐标地图

文/本报记者 房舒
图/本报记者 蓝齐
“AED（自动体外除颤仪）在心源性

猝死抢救‘黄金四分钟’中的重要性”，3
月19日上午8点多，志愿者林晨晖在制
作的PPT上敲下这样一行字。能编辑
PPT、微信公众号，能撸起袖子救人，这对
林晨晖来说已是志愿服务中的常态。

林晨晖志愿服务的一天总是从忙碌中
开始。实际上，志愿服务早已延伸到他一
年的365天。如今，林晨晖是厦门市湖里区
救心圈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还是厦
门本土科普公益微信公众号创始人之一。
这位曾经的心内科医生，现在将重心都放
在了“救命神器”AED在厦门的布设与普及
上。他的主战场，也从手术台转到了公益
圈。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公益“救
心圈”已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拥有1400
余名志愿者。

3月19日上午8点，林晨晖打开了电脑。
自从投身公益事业后，他的工作日与周末几乎
完全融合了。这个周日上午，他要做一份关于
AED使用与投放的PPT，交给一家基金会用
作公益传播。

林晨晖毕业于福建医科大学，曾是一名心
内科医生，就职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现在
的身份是厦门市湖里区救心圈志愿服务中心负
责人之一。有感于AED的普及率与大众认知
的不足，2018年他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们一起创
建了“救心圈”，通过微信公众号、线下活动等多
种形式，推动AED在厦门的布设与普及。

林晨晖一边制作PPT，一边向记者讲解。
这双习惯拿手术刀的手，在投身公益事业后，掌
握了更多的技能：做得了PPT，写得了视频脚
本，会做微信公众号，还学会了拍摄。“其实也不
难，只要心中热爱。”林晨晖说。

制作完PPT，林晨晖出了门，上路去察看一
些AED设备。他熟练点开手机里一个电子地
图，指着上面的一个个橙色小坐标：“你看，上面
的坐标越来越多了。2016年只有5台，现在全
厦门1000多台。”这是“救心圈”绘制的AED电
子地图，林晨晖时常到各个公共场所观察，看到
有AED设备，就会将其位置上传，不断完善、修
正城市里的AED设备坐标地图。“这样能方便
人们寻找到最近的急救设备。”他说。

林晨晖一边看着地图中AED设备的覆盖
范围，一边在小本子上做记号和备注：“这个区
域人流密集，应该再布设一些，AED设备的分
布要合理才能发挥最大效果。”参与鼓浪屿
AED设备布设时，他和“救心圈”志愿者们用实
地折返跑的方式，去测试岛上每个AED设备的
合理覆盖范围——电子地图里每一个新增的橙
色坐标，林晨晖和伙伴们都“跑”过。

下午3点，江头街道江华社区东方巴黎广
场小区外的空地，林晨晖和“救心圈”伙伴们在

“狄耐克”公司志愿者帮助下，搭起了两个活动
帐篷。每周一次的“救心圈急救知识普及活动”
开始了。这样的线下公益活动，林晨晖和伙伴
们坚持了五年。

市民林先生闻讯赶来，第一次接触AED设
备的他明显有些紧张。林晨晖在旁细心引导：

“先确认没有反应、呼吸，再请周围人帮忙打电话
和获取最近的AED设备”“一步步来，多熟悉几
次”……林先生学会了，旁边又有小朋友凑上

来：“叔叔，这个怎么用？”林晨晖又一次重复讲解
操作流程。连续几次现场教学后，林晨晖甩着
有些发酸的手臂退到一边，让位给另一名志愿
者继续，转身又拿起相机变身记录者。

现场参与的小朋友不少，孩子们兴趣很浓，
学着大人对AED除颤模拟人进行胸部按压。
林晨晖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很开心，不时纠正他
们的姿势，教他们掌握正确的力度：“可能大家
都觉得孩子们力气太小，学不会。但通过这样
的活动，能在他们心里种下心肺复苏救人的种
子，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现场带着大人孩子学急救

林晨晖林晨晖（（右右））现场教学现场教学。。

本报讯（记者 房舒 通讯员
于鲁川 郭标）奶奶带着在外散步
时，2岁男孩突然倒地抽搐，口吐
白沫。新店派出所民警林志敏接
到求助信息，驾驶警车快速将男
孩送往医院。此事发生在3月20
日下午，翔安新店菜市场附近。

“我孙子没气了，快救救
他！”3月20日下午5点，新店菜
市场附近，一位奶奶正急得直掉
泪。她一边哭一边在电话里向
警方求助——她带着2岁的孙子
散步时，孙子突然倒在地上，全
身抽搐、口吐白沫。奶奶抱起孙
子发现孩子像是没了呼吸，立即
慌了神。

收到求助信息，刚好在附近
社区的民警林志敏当即调转车
头，寻到菜市场附近。找到报警
的奶奶后，林志敏接过孩子，发现
孩子还有微弱呼吸，随即快步将
男孩抱上警车。

当时正是上下班晚高峰，通
往医院的道路车辆较多。林志
敏鸣响警笛，一路赶往厦门大学
附属翔安医院。

警车一直将孩子送到了急救
室门口。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
男孩病情得到控制，脱离了生命
危险。接诊的医生表示，孩子的
情况非常严重，幸好来得及时，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

本报讯（记者 林钦圣 通讯
员 朱俊博）腿脚不便的老奶奶有
一个心愿，就是去逛逛十里长堤，
看看海。近日，厦门地铁1号线官
任站和集美学村站进行了一场爱
心接力，帮助老奶奶实现了心愿。

当日上午11点多，一名腿脚
不便的老奶奶和两名陪同的亲
属，来到厦门地铁1号线官任站乘
车，陪同的家属告诉地铁工作人
员，老奶奶想去十里长堤看海，并
提出申请，到集美学村站后借用
轮椅前往十里长堤。

官任站工作人员将老奶奶安
全送上车后，连忙告知集美学村
站，准备做好接送工作。集美学
村站站务员黄梁峻、邹滟携带轮

椅，提前到对应的站台门等候。
10分钟后，老奶奶到达集美学村
站，黄梁峻发现老奶奶没办法自
己走下来，便上车迅速将她抱出
车厢。将老奶奶送出站后，黄梁
峻和邹滟才回到车站继续工作。

下午3点左右，老奶奶回到集
美学村站，在站台候车时，老奶奶
拍了拍黄梁峻，说：“真的很感谢
你们，十里长堤很美，厦门地铁真
好，如果大家有机会也欢迎到我
的老家江西旅游。”

看着老奶奶顺利上车，集美
学村站联系官任站准备做好接送
工作。官任站工作人员也提前准
备好轮椅在站台等候，并将老奶
奶送至公交站。

警车变“救护车”
送发病孩子及时就医

地铁爱心接力
满足老人看海心愿

本报讯（记者 薄洁 通讯员
林舒洁）3月23日上午，厦门边检
总站高崎边检站开通厦金航线

“生命救助绿色通道”，协助一名
患病台胞及时返台就医。

这名患病台胞在厦经商，前
不久不慎从高处坠落，全身多处
骨折，急需返台就医。得知该名
患病台胞需搭乘“迅安号”客轮返
台治疗的消息后，高崎边检站高
度重视，提前谋划部署，第一时间
开通“生命救助绿色通道”，安排
专人为患病台胞及同行家属快速
便捷办理通关查验手续，并协助

运送患病台胞迅速登上直航客
轮，为救治患者节省宝贵时间，确
保其快速通关、顺利返乡。

23日上午 11:45，载有患病
台胞的“迅安号”客轮，缓缓驶离
五通客运码头。记者从高崎边检
站了解到，这是自1月 7日厦金

“小三通”客运航线复航之后，第
四次开通“生命救助绿色通道”。
高崎边检站充分发挥边检职能作
用和口岸通关应急机制，积极协
同口岸联检单位、红十字会为患
病台胞返乡治疗，开辟一条高效
顺畅的“生命救助绿色通道”。

开通绿色通道
协助台胞返乡治疗

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