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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岩
北京急救中心西部急救中心站党支部书记

□本报记者 赵思远

为抗疫竭尽全力，
这才是“雷锋班”战士应该有的样子

护航转运生命线 军人使命犹在肩

李峰威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工会副主席

十年军旅生涯，他把忠诚、担当、奉
献融进了自己的血液；转型急救工作岗
位，他始终不忘“在岗一分钟，奉献六十
秒”的誓言；两战疫情，他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退伍不褪色，转业不转志”的英雄
本色。 在医疗救护和疫情防控一线，北
京急救中心西部急救中心站党支部书
记李红岩坚守国门线， 往返生命转运
线，迎难而上不下火线，无不体现着“打
硬仗、啃硬骨头”的军人风采。

2002年，李红岩从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装备部航天控制飞行中心结束了十
年军旅生涯，开启了自己在急救工作岗
位上的新篇章。

2003年3月，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
炎疫情，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工作、
学习秩序。作为北京市公共卫生领域重
要组成部分，北京急救中心第一时间作
出部署，成立转运小组。

那时，非典型肺炎是什么病？ 传染
性有多强？ 对于大家来说都是未知
数 。 但李红岩积极向北京急救中心
党委请战， 成为了转运小组的第一批
成员，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确诊病人的转
运队伍中。 在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他白
天上班，晚上转运病人，连轴转了一个
多月，终因过度疲劳、免疫力下降，导致
自己不幸被感染。李红岩在地坛医院住

院20多天， 光39摄氏度高烧就达10多
天，但他在出院结束隔离后，第一时间
回到一线工作，他获评为“抗击非典型
肺炎SARS先进个人”。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李
红岩被抽调到中心转运组工作。他深知
疫情严防死守的极端必要性，他坚持以
站为家，吃住都在办公室，一个多月没
回过家，不敢有半点的疏忽。后来，疫情
防控进入常态化， 李红岩仍然坚守岗
位，毫不松懈。

2021年3月4日，李红岩下班路上接
到电话， 有7名阳性病例需要连夜被送
回泰州和杭州， 组织决定由他带队护
送。 李红岩立即掉头返回单位，抓紧时
间安排车辆，准备长途所需各种装备物
资，赶到北京急救中心总部集合……当
晚22点30分，转运组在首都机场接上病
人出发。 路上，李红岩与接收方反复沟

通，确定了安全、高效率的交接方式。 3
月5日中午10点， 转运组到达高速泰州
出口， 顺利将1名患者安全交给泰州急
救中心。随后，他们又马上启程，在连续
行驶16个小时后，安全到达杭州市第一
医院。结束任务后，他们便踏上了返程，
于3月7日凌晨4点顺利抵达北京急救中
心，结束了往返3000多公里、争分夺秒
的旅程。

结束隔离休养后， 李红岩3月19日
又被调到中心确诊病人专项转运组支
援一线，参与确诊病人的转运工作。 他
每天都从各区隔离点转运确诊病例到
小汤山医院，有时候一个班要转运五六
例患者，一个病例最多时要用三四个小
时，一个月共转运患者30例，圆满完成
了支援转运任务。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在这些

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中，李红岩都冲锋
在前，圆满完成了任务。

北京冬奥会结束后， 李红岩被抽
调到机场疫情防控专班工作。 在此期
间， 他不仅要负责境外航班阳性特殊
旅客及各区隔离点阳性隔离人员的转
运沟通、 协调， 特殊旅客、 阳性病例
的数据汇总， 航班数据的收集、 整理，
每天还要给社区防控组群、 机场专班
前方指挥部群、 各区隔离点群报送一
天的数据， 以及向上级汇报每天的数
据 。 因为部门多 、 航班延迟等原因 ，
每天等收集完信息汇报结束， 常常已
是凌晨。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一名转业军
人， 党员的底色、 军人的本色永远不
能丢。” 虽然告别军营二十余载， 但穿
上防护服的李红岩，却初心不改，他表
示：“在战疫路上，我会一直冲在前面”。

“许多人都没有见过雷锋，但我们
却有幸成为最直接了解、感受雷锋精神
的人。”李峰威在“雷锋班”的日子里，他
深刻体会到，学习雷锋精神并不是一朝
一夕的活动， 而是需要坚持一生的事
业。

1970年6月出生的李峰威， 系雷锋
生前所在部队“雷锋班”原副班长，现任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工会副主席，他还是北京市通州区政
协李峰威学雷锋志愿服务委员工作室
负责人、北京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
援志愿服务队队长。

1988年初入“雷锋班”，李峰威与战
友们一起到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帮部
队驻地周边的群众修鞋、理发、打扫卫
生。“当兵就学了这些？”“只会修鞋吗？”
……面对冷言冷语，他坚持“你吹冷风
我学雷锋”的信念不动摇，每当战友学
雷锋遇到困惑时，他都会以“一辈子学
雷锋”的信念鼓励大家。

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收到了河南省
党店乡贺雨红小朋友的来信，得知13岁
的贺雨红父亲去世，母亲患有严重精神
疾病，全靠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艰难
生活时，他就拿出自己省吃俭用积攒的
军贴费邮给了贺雨红。为了从根本上解
决贺雨红的困难，他和班里的战友给当
地政府去信反映情况，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 不仅免费给贺雨红家修好危房，
还免费送小雨红上学。

转业后， 李峰威回到东北老家，但
他传递雷锋精神的初心没有改变。在当
地建设银行工作期间，他发起并成立了
第一个 “雷锋储蓄所 ”， 帮助老年人
增长理财意识 ，培养孩子勤俭节约精
神。他和同事还发起“希望工程储蓄之
家”等公益活动，共募集资金50多万元，
用于资助本地贫困学生1000多人。

2012年3月， 李峰威在中国建筑集
团开展“雷锋精神进工地”活动并担任
辅导员， 先后走进100多个建筑工地做
弘扬雷锋精神的报告，与百万建筑工人
分享雷锋文化。他还募集20万元在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民族中学开设
“雷锋班”，建立“雷锋音乐梦想基金”，
让大凉山里的彝族孩子看到了外面的
精彩世界。

30多年来，李峰威始终坚持开展学

雷锋志愿服务活动，他所担任队长或指
导员的志愿服务组织就有近50个。2012
年5月， 他发起并组织全国雷锋车队开
展“续走雷锋路”活动，目前已辐射带动
全国60多个城市100多支雷锋车队近3
万名队员，累计做好事20000余件，帮助
困难群众10000多人。

“疫情当前，只有冲锋在前，为抗击
疫情尽力而为，才是一名‘雷锋班’战士
应有的样子！”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
雷锋车队第一时间集结冲上一线。得知
国家决定在武汉建设雷神山医院和火
神山医院， 又急需专业照明灯具时，李
峰威第一时间联系到生产专用照明灯
具的企业，并成立“战疫学雷锋志愿服
务队”。一声召唤，抗疫志愿者们积极响
应、踊跃参加。志愿者们加班加点，短短
3天时间捐赠给雷神山医院价值70万元
的专用照明灯具就生产完成。当时物流

不畅，雷锋车队队员就自己开车，把物
资及时送到武汉，保障了雷神山医院的
按时竣工。

在春运期间人口流动量大、疫情扩
散风险大的关键时刻，李峰威利用雷锋
车队辐射地域广、接触流动人口多的优
势，第一时间组建全国雷锋车队队长微
信群，配合当地政府开展密接人员的排
查工作， 为政府部门提供有效信息300
多条，成为做好疫情防扩散工作的安全
员。同时，他邀请专业老师做线上防疫
知识宣讲， 通过全国3万名雷锋车队队
员传递给更多乘客，让他们每个人都成
为流动宣传员，为疫情防控作出贡献。

疫情转为常态化防控后，李峰威先
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重大
工程项目上组建了20多支农民工学雷
锋战“疫”志愿者服务队，带领志愿者战
斗在施工生产抗疫一线，为国家重点项
目复工复产提供强有力安全保障。

□本报记者 马超

前前排排中中间间为为李李峰峰威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