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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度里键入奥畅，下拉栏立即显示出奥畅

乐器公司、奥畅华魅电吹管、奥畅乐器、奥畅华魅

866 电吹管等结果。
其实，这几个奥畅是一家企业，名为汝州市奥

畅乐器有限公司，地址就在汝州市临汝镇彦张村

村委会对面。

5 月 24 日，记者在奥畅乐器见到了公司创始
人、38 岁的张飞。

张飞是个好学上进的人，但刚读初中时一场

腮腺炎阻断了他通往大学校园的路，“数学，一步

落下，步步跟不上，到最后，我简直崩溃了。”张飞

说，1 4 岁那年，走出初中校园后，他再也没踏进学

校的大门。

学习不成，走上社会。后来偶然捡到的一本印

有简谱的歌本，在收废品亲戚家发现的一架儿童

电子琴，扭转了张飞的人生方向，从此与音乐和乐

器结缘。

1 998 年、1 999 年，大洪水和祖海演唱的《为了
谁》令张飞终生难忘。也就是那个时候，他在镇上

的一个音乐培训班，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李环

妞，直到后来水到渠成喜结连理。

2004 年，因家里遭遇一场意外，靠在外演出

谋生的张飞遭遇了还债危机。“一场演出挣 30 元，
啥时才能还清？”尽管心力交瘁，但张飞还是坚持

下来了。

为了更好地演出挣钱，201 0 年，张飞在妻子

李环妞的支持下，花去几乎一年的收入 7 000 元，
买回一把电吹管。

电吹管，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电子发声的吹管

乐器，与萨克斯相比较，吹奏较为容易。为了提高

吹奏水平，擅长电子琴、萨克斯等多种乐器的张

飞，可没少下劲儿。

没有演出时，每天早饭后上楼捧起电吹管就

开练……“他很聪明，多才多

艺，喜欢动脑筋，我当然支持他

了。”李环妞说。

短视频流行时，张飞在短

视频平台上开了号，教学电吹

管，一年多涨粉 60 多万。
从偶尔地玩，到下苦功学，

再到琢磨着生产，张飞实现了

“三级跳”。

一把不起眼的电吹管，零

部件有数百个，涉及电路软件

程序编程、注塑、模具、喷漆、打

磨抛光、金属浇筑、精工雕刻、

铝型材成型、硅胶、排线、电池

和扩音等行业。201 7 年，张飞
在网上找寻到了设计团队和合

作伙伴，请合作方把他的想法变成设计图，再交付

每一个合作厂家生产。每一个零部件，皆是如此。

201 8 年，第一把电吹管样品完工。201 9 年 1 1

月 25 日，申请注册商标奥畅，张飞将电吹管的型

号命名为 A C 865，A C 是奥畅的大写字母，865 是
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0- 400- 865 最后的数
字。

如今，张飞的奥畅乐器拥有奥合畅、华魅、奥

畅等数个商标，拿到了 7 个新型使用专利，在国内
电吹管市场稳居一席之地，知名度、美誉度甚好。

“一年销售几百把不成问题。”说起产销量，张

飞有些保守。

彦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尚胜斌说：

“张飞是村里的入党积极分子，企业做得不错，还

安排了几十人就业，去年大暴雨过后，还代表村里

到寄料镇慰问，送去一车米面和矿泉水等生活物

资。” 转自 5 月 2 7 日《河南日报农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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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飞向来访者介绍产品

援沪小分队成员

千里驰援 守“沪”小分队回家了

出征时春寒料峭，归来时百花盛开。白衣执

甲、逆行出征，千里驰援，倾心守“沪”。

刘金龙、王磊、张二涛作为我市医务人员

代表，组成了一支守“沪”小分队，以最“精”的

技术，最“快”的速度，最“拼”的作风，最“韧”

的劲头，最“暖”的守护，搭载着生命和希望与

时间赛跑，肩负着责任和使命逆行冲锋，经过

30 个昼夜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援沪转运任
务，为上海抗“疫”贡献了汝州速度和力量，于

日前凯旋。

4 月 24 日，根据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印
发的《关于紧急调派负压救护车支援上海抗疫

工作的通知》，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派

出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急危重症医学中心医

师刘金龙，司机王磊、张二涛前去支援上海。

接到任务后，他们迅速响应，收拾好物资后

即刻赶往郑州，同省内其他兄弟单位的 50 辆负
压救护车和 1 辆指挥车，共 1 90 名医务人员，携
带防疫物资，于 4 月 25 日 1 2 时从郑州市紧急

医疗救援中心出发，赶赴上海支援转运任务。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平顶山市卫健委成

立了援沪医疗队临时党支部，刘金龙被任命为

党支部委员兼副队长。到达上海短暂休整后，刘

金龙、王磊、张二涛所在的转运小分队和郏县的

两个转运队伍，共同负责上海市徐汇区武宣方

舱转运任务，同时兼顾疾控 1 20 的随时调度，时
刻做好应战准备。

“疫”不容辞———“精”。转运小分队接诊的

第一位重症新冠阳性感染患者，是上海某养老

院的一名老年男性，重度昏迷、高热、呼吸系统

严重感染，既往患有脑梗塞、高血压、糖尿病、冠

心病等慢性病病史，能清晰听到患者的痰鸣音

和哮喘音，病情不容乐观，转运途中随时可能出

现生命危险。因此，他们第一时间联系患者家属

告知病情后，随即启程前往定点救治医院。上车

后，小分队迅速为患者连接氧气、心电监护等设

备，详细查体并密切观察患者情况，在将患者安

全送达医院后，还详细地和接诊医生交接病情，

让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使命必达———“快”。在支援期间，转运小分

队每天 24 小时待命，不论白天黑夜，只要调度

铃声一响，便以最快速度奔向救护车停

放点，手部消毒、戴帽子、戴手套、戴口

罩、穿防护服、穿鞋套，一气呵成。穿着密闭的防

护服，行动不便，尤其是护目镜和防护面罩容易

起雾影响驾驶视线，司机王磊、张二涛时刻绷紧

安全弦，凭着娴熟的驾驶技术克服路程远、道路

不熟等困难，稳、准、快地圆满完成每次转运任

务，为患者的救治争取宝贵的时间。

坚定信心———“拼”。在转运中，使小分队最

头痛的就是雨天和高温天气，因为雨水会把防

护服打湿，降低防护效果，而高温天气，密闭的

防护服会导致队员们脱水。除此之外，为保障救

护车处于良好的负压状态，车在转运过程中是

不能开空调的，一次转运约 1 50 公里左右，加上

消杀时间，至少需要 4 个至 5 个小时，如果出现
意外情况导致接收不顺畅甚至需要 7 个至 8 个
小时。每次转运完，他们都筋疲力尽，防护服里

像水洗了一样，脱下防护服和口罩脸上都是红

肿和深深的压痕。但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第一时

间进行车辆消杀、个人消毒，同时反复检查确保

救护车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协同作战———“韧”。在援沪的 30 天里，转
运小分队共计出诊 50 余趟，救治重症患者 60
多人，参与紧急救援 1 次，是平顶山地区援沪分

队中出诊次数最多的一个小分队，而每次任务

的顺利、安全完成，与每一位成员的付出都是密

不可分的。

“疫”路守护———“暖”。救护车内的方寸空

间，是摆渡生命的“方舟”，更是承载命运流转的

重要瞬间。转运小分队载着生命和希望，肩负着

责任和使命，与时间赛跑，一路逆行冲锋，默默

奉献，与河南援沪医疗转运队共同完成 2636 人
次危重症患者转运任务，受到上海医疗急救中

心的感谢。

5 月 26 日，在 30 天的一线坚守后，这支小
分队圆满完成守“沪”任务凯旋，并按照河南省

卫健委的统一安排进行集中隔离休养。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正在上网课的鲁梦珂

“从俄乌冲突爆发到防空洞躲避，

到中国大使馆组织中国公民安全撤离

回国，让我深深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

祖国永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与家乡亲

人的时刻联系，让我明白了关键时刻亲

情的重要性，经历这次生死考验的战火

洗礼，让我深深体会到家国情怀的内

涵。所以在撤离到罗马尼亚回国途中，

为了回报祖国，我选择在罗马尼亚首都

做志愿者。回到家乡后，又选择到镇区

疫情防控一线做一名志愿者。”5 月 25
日下午，在庙下镇镇区一个日用品门

店，正在陪妈妈聊天的留学生鲁梦珂，

提起刚刚走过的那段难忘的人生经历，

感慨良多。

今年 20 岁出头的鲁梦珂就读于南

昌航空大学，在该校与乌克兰哈尔科夫

国立航空航天大学合作办学的背景下，

202 1 年下半年，鲁梦珂被学校推荐到哈

尔科夫国立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研究生

学业。来到乌克兰 5 个多月后，俄乌冲

突爆发。

紧急撤离乌克兰

“2 月 24 日凌晨 5 点左右，战争突

然爆发，睡梦中听到外面响起类似密集

鞭炮声的声音，我们很快接到了学校的

通知，因为留学生宿舍楼的楼下就有防

空洞，大家很快撤离到楼下的防空洞

内。后来与中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又

撤离到学校外边更大的防空洞内。”鲁

梦珂告诉记者。

“当时撤离时很仓促，吃的东西都没有

带。在战火稍微平息一些后，我们又回到宿

舍取了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的东西，回到

防空洞内。”鲁梦珂告诉记者，当时哈尔科

夫全城宵禁，因为害怕遭到炮火袭击，学校

要求校园内晚上禁止亮灯。在那段时间，大

家的心情非常沉重，唯一让他们感到欣慰

的是，每天都可以接到中国大使馆发来的

各种信息，让大家看到了希望。

战事发生后，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依

靠强大祖国的多方支援，经过多方协调，

从 3 月初开始，组织在乌克兰尤其是战火
蔓延的地区的中国公民有序撤离。

“那天本来是学校联系好一辆大巴

车接我们去哈尔科夫火车站，坐火车往

乌克兰南部的城市敖德萨撤离，但因为

战事激烈，雇的大巴车司机突然爽约

了。我们临时租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火

车站，在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的组织

下，坐了 1 6 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敖德萨，
又转乘大巴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行程，辗

转撤离到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

这一路如果没有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的协调帮助，撤离根本不可能实现。”鲁

梦珂回忆说。

留在罗马尼亚做撤侨志愿者

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从哈尔科夫

安全撤离到邻国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

斯特，让鲁梦珂深深体会到伟大祖国的

强大力量。几经波折撤离到罗马尼亚

后，鲁梦珂和其他几名中国留学生一起

加入了志愿者团队，帮助中国驻乌克兰

大使馆和当地华侨华人商会开展自乌

撤离同胞们的后续安置工作。

“因为我撤离的时候得到中国驻乌

克兰大使馆和商会很多帮助，心里特别

感激。看到他们日夜忙碌着，有时候饭

也顾不上吃，我觉得我得出点力。我帮

不了大忙，就帮着做人员统计、食宿安

排和清理垃圾的工作。”

鲁梦珂表示，看到使馆工作人员和

商会的志愿者们来回奔波、尽力满足每

一位撤离同胞的需求、帮助协调食宿

时，他和同学们觉得很暖心，便自觉加

入到志愿者的队伍当中。

“有很多人搁置了他们原本的生意或

者放弃了回国的机会，留在这里，协助使

馆的工作。”鲁梦珂告诉记者，志愿者团队

里有 20 岁出头的学生，也有 50 岁左右的

中年人。志愿者团队中的李小峰是第一批

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到罗马尼亚的同

胞。由于当时人手紧缺，李小峰便让自己

的妻子和孩子先搭乘飞机回国，自己则留

在罗马尼亚当起了志愿者。

“当时基辅的战况非常激烈。李小

峰先开车把自己的家人送到基辅火车

站后，又义无反顾地返回，将附近的同

胞们送上火车后，自己才撤离的。”鲁梦

珂感叹，在经历战乱后，李小峰又和自

己的妻儿分离，独自留守在罗马尼亚帮

助他人，让其心生敬佩。

回到家乡志愿服务疫情防控

回顾这段经历，鲁梦珂说感觉就像

演了一部“惊险大逃难”题材的电影。

“当载着我们的巴士刚刚驶出那片

区域的时候，就有炮弹在我们身后爆

炸，全车的人谁也没经历过这场面啊。”

“我在罗马尼亚做了十几天志愿服

务，到 3 月 20 日的时候，应该撤离回国
的同胞基本上都撤离完毕，撤侨工作量

不是很大了。我坐上了祖国安排的包

机，平安回到了成都，经过两次 1 4 天的

集中隔离后，终于回到家乡见到了日夜

渴盼的家人们。”鲁梦珂说道。

结束隔离后的鲁梦珂，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到庙下镇政府做疫情防控志愿

者。“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最危急的时刻

得到祖国的大力关怀和帮助，我应该力

所能及为国家为社会做一点贡献。”

于是，在庙下镇疫情防控卡点，在

镇政府办公室志愿服务岗，总能看到鲁

梦珂忙碌的身影。

除了志愿服务，鲁梦珂每天晚上还

要在家里上网课，闲暇之余，陪父母说

说话，帮父母打理门店。“我在罗马尼亚

停留的时候，准备退掉机票做志愿者，

给爸爸打电话，尽管爸爸在电话里说很

想让我尽快回到他们身边，但听了我的

想法后，还是对我很支持。所以我现在

很理解他们对我发自内心的爱，也应该

孝敬他们。”

鲁梦珂说，他现在对于当代大学生

的家国情怀，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

悟。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实习记者 黄浩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