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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娄花

“各位化工同仁，武汉目前最紧缺的
连体实验服、口罩，您可以拿出一部分驰
援的，请联系丁全有，老丁上门去取！费用
老丁出！我们会以您的名义尽快送到武
汉！要速度，谢谢！”除夕夜，在众多的拜年
信息中，一条特别的求助信息在朋友圈引
起轩然大波。从这天起，丁全有从青岛高
新区出发，全国各地奔走了20天，演绎了
一段车轮上的爱心接力。3月5日，半岛
记者对这位爱心人士进行了采访。

带上5吨消毒液只身去武汉

发出朋友圈这条信息的是位于高新
区的山东微井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丁全有，今年43岁的他是个实打实
的东北汉子。除夕那天，他从朋友口中得
知武汉紧缺医疗物资的消息，考虑到医
疗防护物资应该和做化学实验进行自我
防护的物资很接近，于是他一方面从公
司内部拨款3万元进行相关物资采购，
另一方面发动周边的企业家朋友一同抗
击疫情。
说干就干，丁全有正月初一便开上

公司的小货车四处奔走采购，正月初二，
首批采购到的2400只口罩、40套防护服
通过顺丰发往武汉第四医院。正月初三那
天，有淮安的朋友说可以捐赠一批消毒水
到武汉，但是找不到车辆运输。丁全有二话
没说亲自上路，从淮安带上5吨消毒液，只
身前往武汉和当地志愿者团队对接。
“在武汉宜昌的一家小医院，我们把
捐赠物资送下以后看到几个护士没有穿
防护服，在疫情严峻的形势下，医护人员
没有防护十分危险。”看到这些，丁全有
心中的担忧又多了一分，他从车上取出

给自己备着的四套防护服送给了两位护
士，但这一点物资相对当时防疫物资的
缺口来说微乎其微。
这一次去武汉，让丁全有看到了一

线工作者的艰辛，看到了病人期盼、感动
的泪水，同时也看到了很多志愿者无私
的付出，这一切在他心中凝聚起一股强
大的力量，开始了他持续20天的奔走。
“我四处呼吁，把朋友圈里每一个相
关的化工企业都联系了一遍，当时全国
都缺消毒液，想找到资源太难了。”丁全
有感叹道，在他一个又一个电话的催促
下总算有了收获，他联系到潍坊一家企
业可以提供消毒液，于是便星夜兼程，开
着小货车再次出发。

二进武汉参与志愿服务

疫情形势紧张，旅途中所有的旅馆
全部关门停业，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丁
全有便吃住在车上。“第一次入武汉的时
候联系防疫部门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旅店
住下来，第二次入武汉就没有旅店能住
了，我提前准备了四大箱方便面，还有换
洗衣物、毯子，吃饭可以吃方便面，货车
三个座位，可以在上面休息一下。”
第二次进入武汉，丁全有把筹措到

的3吨消毒水、40瓶酒精、6套防护服送
到了硚口社区后，还主动做起了志愿者，
帮助武汉志愿者们运送了两天的物资。
这两天他们奔走在各个医院和社区之
间，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送消毒液、送口
罩、送食品。马不停蹄地奔走，丁全有完
全不觉得累，在他看来，支撑他一路走下
去的是“爱”的力量。“我不止一次看到我
们志愿者团队中的成员情绪失控，失声

痛哭的情景，看到武汉人民深受鼓舞又
倍加期盼的眼神，我们深知责任重大，在
这种巨大压力下能够克服心理阻力，继
续贡献自己的力量，真的很不容易，如果
不是‘爱’和‘感恩’的力量，这一切很难
实现，有了这份力量的支撑，我就不觉得
辛苦”。
离开武汉，丁全有的旅程还没有结

束，他不敢回家，怕万一感染病毒传染给
家人，一直在车上自我隔离14天。

带动10余家企业参与捐赠

近一个月的奔走，丁全有先后带动
了上下游10多家化工企业参与捐赠，累
计捐赠消毒液近80吨，还有部分物资先
后捐赠到硚口社区、武汉市长江医院、岳
池县人民医院等处。
“我们捐赠的物资主要是防护服、口
罩、洗手消毒液、消毒液还有食品等一线
工作者马上会用到的物品，希望能给他
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丁全有介绍，
“在这20天的时间里，青岛科技大学的
胡院长第一时间就委托我们进行了物资
的捐赠；一位化工同仁，翻箱倒柜前后两
次提供了大量的口罩、手套等，他告诉我
们他是‘普通一兵’；台湾同胞Barry和
郭总，也是做了很多协助，不仅出物，还
亲自从台湾背回了宝贵的防护服……”
细数着一份份感动，丁全有的脸上露出
了灿烂的笑容。
疫情无情，却让人感受到更多人间

真情，这份情让丁全有久久不能释怀，时
刻铭记于心。“回到高新区以后，虽然我
一直没在公司，但是在高新区管委的帮
助下，在我们团队伙伴们的支持下，公司
准时开工，是他们让我更有信心相信，胜
利的曙光就在不远处。”丁全有说。

□半岛记者 李晓哲 报道
本报3月5日讯 “从来没有这么累

过，但是心里很兴奋，能参与雷神山医院
的援建工作，我感到挺自豪的。”正式解
除为期14天的医学隔离观察，曾驰援武
汉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即墨大叔张承旭日
前回到位于即墨区蓝村镇的家中。回想
起在武汉争分夺秒的六天六夜，他的内
心始终无法平静。
50岁的张承旭年轻时曾是一名门窗

安装工，没想到时隔20年，他又重新拾起
了这门手艺，用在了雷神山的建筑工地
上。
现在经营个体生意的张承旭，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后，本来“宅”在家里没出过
门。2月初，张承旭偶然在微信朋友圈里
看到中建三局下属单位发出“集结令”，
组织志愿者前往武汉支援“雷神山”建
设。看到这一消息后，他的脑海随即萌生
了要去武汉支援建设的念头，“心里肯定
害怕，但一想到还有很多病人没地方收
治，这个时候能出一份力，我没有理由退
缩。”张承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家人，却
遭到妻子的反对。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人家巴不得都
待在家里，你倒好，还要去武汉，万一感
染了怎么办？你想过我和儿子吗？”面对
妻子的质疑，张承旭笑着安慰道：“我会
做好防护措施的，再说还有那么多医务
人员都在那里，我们不会有事的，要相信
我们的国家。”
由于中建三局下属单位在枣庄滕

州，在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2月7
日上午，张承旭同报名的其他3人在青
银高速城阳北收费站集合包车去滕州，
当日全部援建人员从四面八方聚齐，第
二天早上8时左右乘两辆大巴车，踏上
了前往武汉的“逆行路”。
2月9日早晨到达武汉雷神山医院

施工现场，张承旭等人顾不上舟车劳顿，
便投入到紧张的建设当中。“当时，很多
人奋战了数个通宵，医院建设已经初具
雏形。在不影响医院投入使用的情况下，
我们负责后续的水电和门窗安装工作。”
张承旭说，为了赶工期，第一天一接手工
作，就直接干到第二天上午8时，平均每
天只睡4个小时，连续工作6天，期间，
几乎和家人通话的时间都没有。“大家都

是来援建的，没人会偷懒。比如说我一个
人在房间里安装门窗，只要我喊一声，立
马就会有人给我帮忙，也不分你是哪里
人，只想齐心协力把事情做好。”
“没有喝过一口热水，每一顿饭5分
钟就吃完。”为了更快地做完工作，张承旭
从各个生活环节里“挤”时间，不断给自己
施压，为建设默默奉献力量。由于出发匆
忙，张承旭没有带够厚衣服，深夜的工地
寒意袭来，他就把统一分发的一床被子裹
在身上御寒，但面颊仍然会冻得通红。
经过近一周的不懈奋战，2月14日

凌晨收工后，张承旭带着些许不舍踏上
返回滕州的大巴车，在滕州宾馆进行了
14天的医学隔离后，于2月29日解除隔
离乘动车返回青岛。
张承旭回到蓝村镇后，该镇党委政

府按照“最好服务”原则，做好全面周到
的生活服务，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张
承旭笑着说：“其实，我没有半点思想包
袱。回想起奋战在武汉的六天六夜，活了
大半辈子，能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为抗击
疫情贡献力量，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骄
傲！”

即墨大叔援建武汉雷神山医院六天六夜完成任务归来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骄傲”

奔走20天，演绎车轮上的爱心接力
小老板丁全有两赴武汉送物资，带动10余家企业参与防疫捐赠

丁全有与湖北志愿者一起运送物资。（本人供图）

张承旭。（本人供图）


	A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