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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检验的显微镜下，每一份样本
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在肿瘤防治的战场
上，每一次技术革新都可能带给患者生的
希望。泰安市肿瘤防治院检验科副主任技
师毛庆珺，用 14 年的坚守与突破，诠释了
新时代青年医者“既能文又能武”的专业精
神，在结核病防治、微生物检验和肿瘤诊疗
领域，书写了一段从“医学种子”到“技术先
锋”的成长故事。

家学渊源：医学种子的萌芽

毛庆珺与医学的缘分，始于祖辈的言
传身教。祖父是影像科医生，曾祖父则是当
地知名的老中医，家中常年摆放的医学杂
志和长辈们严谨的行医作风，让“医者仁
心”的信念早早在毛庆珺心中生根。高中
时，祖父一句“你做事仔细，适合学医”的肯
定，让她毅然选择医学检验专业。2005
年，毛庆珺考入泰山医学院（现山东第一医
科大学），不仅系统学习检验技术，还自学
心理学并考取心理咨询师资格。“检验是连
接患者与医生的桥梁，而多角度倾听患者
的心理需求同样重要。”这份跨学科的视
野，为她日后“以患者为中心”的工作理念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突破：
从“能武”到“能文”的检验科革新

2010年，毛庆珺进入泰安市肿瘤防治
院检验科。作为全市结核病防治定点医
院，这里的实验室承担着高风险、高精度的
检测任务。传统抗酸染色器械操作繁琐，毛
庆珺带领团队试验，设计出“组合式抗酸染
色架”，通过限位点和折叠结构优化操作流
程，使检测效率提升30%。这项创新获得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并在全省多家医院推广。

然而，毛庆珺的突破不止于技术。在检

验技术发展史上，检验科常被视为“幕后辅
助”，诊断结论仍需临床医生二次解读。随
着新时代医学检验的发展，医学检验专业
发生着从技术到诊断的转变，为此，毛庆珺
考取执业医师资格，推动检验科从单纯提
供数据到参与临床诊断的转型。“检验医师
既能操作设备，也能解读报告、参与会
诊，这是现代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毛
庆珺的努力让科室实现了“能文能武”的
跨越。

院感防控：
筑牢医疗安全的“隐形防线”

“医院感染管理就像空气，看不见却必
不可少。”在毛庆珺看来，检验科的每一个
环节都与院感安全息息相关。她将“精准操
作”与“院感思维”深度融合，从标本接收到
废弃物处理，建立全流程标准程序；针对结
核分枝杆菌等高危病原体，完善生物安全
应急预案。2021 年，毛庆珺凭借扎实的理
论和实操能力，在泰安市医院感染管理技

能竞赛中斩获个人一等奖。荣誉背后，是她
对“零感染”目标的执着：“院感无小事，一
次疏忽可能影响整个医疗链条。”

援疆岁月：万里之外的医者初心
2021年，毛庆珺主动请缨加入山东援

疆医疗队，奔赴喀什地区岳普湖县疾控中
心。面对当地急需建设核酸检测实验室的
需求，她亲自穿上防护服进入实验室查缺
补漏，白天开展规范化培训，晚上优化实验
室标准化流程，短短三个月帮助当地核酸
检测实验室通过验收和备案，顺利开展工
作。援疆时间即将结束时，因县核酸采样任
务加重，人手紧缺，毛庆珺和队友们毅然放
下打包好的行李，决然加入了县核酸采样
队伍。“抬头看见国旗，就想起自己为什么
而来。”这段经历让她更坚定了“医者无
疆”的信念。因贡献突出，毛庆珺获评“山东
省优秀援疆医护人员”。

从齐鲁大地到天山脚下，从实验室台
前到抗疫一线，毛庆珺用行动证明了青年

医者的担当，既在于对技术的精益求精，更
在于对生命的敬畏与守护。正如毛庆珺常
说的：“检验科的显微镜里，看的不仅是细
胞和细菌，更是患者的希望。”

专家简介
毛庆珺，泰安市肿瘤防治院检验科副主

任技师，从事结核病防治和微生物检验的实
验室工作14年，被评为医院优秀技师，曾获
泰安市医院感染管理技能竞赛个人一等
奖、泰安市新时代岗位建功劳动竞赛标
兵、山东省结核病防治工作成绩突出个
人、山东省新时代岗位建功劳动竞赛标
兵、医疗卫生援疆工作先进个人、山东优秀
援疆医护人员；获国家专利1项，参与科研项
目4项，主持市厅级科研项目1项，发表国家
级论文数篇；兼任山东省医学会微生物与免
疫学分会第十一届委员会青年学组委员、山
东省健康协会精准检验分会委员、泰安市医
学会微生物与免疫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泰安
市细菌耐药监测质控中心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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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诊疗——我们更专业”青年人才专栏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者
戴小河 顾煜） 中国石油集团2月20
日 宣 布 ， 我 国 首 口 超 万 米 科 探
井—— 深 地 塔 科 1 井 日 前 在 地 下
10910 米 胜 利 完 钻 ， 成 为 亚 洲 第
一、世界第二垂直深度井。这是我
国在“深地”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

这口超万米深井还创下全球尾
管固井“最深”、全球电缆成像测
井“最深”、全球陆上钻井突破万
米“最快”、亚洲直井钻探“最深”、亚
洲陆上取芯“最深”共五项工程纪录。

在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
地的钻探现场，中国石油塔里木油
田前方指挥部电子屏幕上的数字停
在了10910.00。约20层楼高的井架

矗立于茫茫沙海中，寒风呼啸、沙
尘肆虐，石油工人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下打出了中国速度和深度。

深地塔科 1 井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开钻，成功钻取我国首份地下万
米岩芯标本，在陆地万米深层全球
首次发现油气显示。

深 地 塔 科 1 井 井 长 王 春 生
说，深地塔科 1 井从进入地表到钻
抵万米，用时 270 多天；从万米到
最 后 的 900 多 米 ， 耗 时 300 多
天。耗时陡增背后，是难度的攀
升，特别是进入万米后，钻杆柔软
得像面条，地层硬度“爆表”，还面
临超重载荷、井壁失稳、地层井漏
等困难。

直面世界级地质和工程技术难
题，中国石油组建万米深井攻坚团
队集智攻关，研发全球首台 12000
米特深井自动化钻机、全球首套万
米特深层测井装备等，推进我国深
地产业链的自主性和安全性得到极
大提升。在这批装备的支撑下，中
国石油连续钻穿12套地层，最终与
5亿多年前的岩层相遇。

科研人员根据万米深地取回的
岩芯、岩屑等样品和数据，绘制出
亚洲第一份万米地质剖面图，为深
地科学探索和油气勘探提供翔实资
料，将有力支撑地球深部结构与物
质组成、地球演化、气候变迁等基
础科学问题研究。

入地10910米！

我国首口超万米科探井胜利完钻

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记
者 樊曦） 2月20日，2025年春运
第 38 天。随着春运进入最后阶
段，各地铁路部门坚守职责，站好
春运最后一班岗，全力服务保障春
运旅程收官。

来自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
司的数据显示，2月20日，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 1040 万人次，计
划加开列车422列。2月19日，全
国 铁 路 发 送 旅 客 1015.6 万 人
次，自 1 月 14 日春运启动以来截
至 2 月 19 日已累计发送旅客 4.77
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为确保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
行，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丰镇
北站设置充电座椅，满足旅客充电
需求，全面清洁候车室、卫生间等
处的卫生，升级哺乳室和第三卫生
间婴儿床、婴儿护理台等设备设
施，推动服务品质再升级；国铁南
昌局集团公司厦门北站与民航部门
联合推出空铁接驳服务，到达厦门
北站的旅客可在“城市候机厅”办
理值机、托运行李等业务，实现
从“车门”到“舱门”无缝衔接。

铁路部门积极服务
保障春运旅程收官

深地塔科1井现场工作人员庆祝完钻。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深地塔科1井（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