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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彭怡郡

“90后”姑娘庄雯莎有多重身

份：厦门工学院老师、跑步博主、半

程马拉松赛事的“关门兔”。说起当

“关门兔”的经历，庄雯莎眼中闪动

着温暖：“以前作为新手跑者，是陌

生人的声声鼓励支撑我完赛。如今

能以专业配速员的身份帮助跑友，

是幸福的传递。”

以专业精神
护航跑友完赛

作为马拉松赛事特有的配速领

航员，“兔子”团队承担着重要赛事

功能。他们需通过系统训练掌握精

准配速技术，身着醒目标识服装，为

不同阶段的跑者提供速度参照。

庄雯莎第一次担任“关门兔”是

2023年，当时厦门环东半马赛事赞

助商找到她，希望她能作为配速员

参与比赛。庄雯莎爱好跑步，乐于

尝试新鲜事物，因此答应了。她根

据自己的跑步速度，选择担任“关门

兔”。

“关门兔”跑在队伍最后，看起

来比较轻松，实则压力不小。庄雯

莎表示，“关门兔”既是赛事守门人，

又是最后一批跑者的精神支柱。他

们必须全程保持稳定配速，确保准

时抵达各计时点，同时给体力透支

的选手加油打气，承担后勤保障事

务。为准确掌控每公里配速，在担

任“关门兔”前，庄雯莎会进行特定

的配速训练，保证自己以最好的状

态服务选手。

在2024年的厦门环东半马赛

事中，庄雯莎再次担任“关门兔”。

她以3小时 10分钟的成绩准时完

成了环东半马的最后一组领跑，将

选手们送过终点线。至今，加上在

别的城市担任配速员的经历，庄雯

莎已经担任了7次半马比赛的配速

员，其中大部分是“关门兔”。

比赛中，选手们在她的鼓励与

陪伴下，一步一步坚持到了终点。

比赛结束后，还有选手们向她鞠躬

致谢，这些都让作为“关门兔”的庄

雯莎倍感自豪。“2020年，我第一次

跑马拉松，每次想要放弃时，耳边总

会响起鼓励的声音。”庄雯莎说，沿

途的摄影师、补给站的小姐姐，甚至

是保安大叔都给她无限动力，激励

着她完成比赛。如今角色转换，她

将这份善意化作流动的温暖，在赛

道上持续传递。

推荐厦门跑点
激发运动热情

平时的工作之余，庄雯莎还是

一名跑步博主，经常分享自己的运

动日常，在社交媒体平台拥有数万

忠实粉丝。

庄雯莎最经常发布的视频动

态，就是推荐厦门各个网红跑点。

在绿荫环绕的五缘湾湿地公园呼吸

新鲜空气，在环湖而建的湖边水库

远眺湖光山色，在面朝大海的演武

大桥观景平台欣赏落日余晖……这

些精心设计的跑步路线获得大量点

赞。在她的推荐下，越来越多人爱

上了跑步。庄雯莎表示，厦门环东

半马赛事是在环东浪漫线彩虹跑道

举办的，跑道以“平缓舒适”著称，沿

线风光如诗如画，特别适合初次尝

试半马的跑者。她也在视频中推荐

该赛事，希望更多人爱上厦门的马

拉松赛事。

2024年 9月，庄雯莎参加了悉

尼马拉松赛，完成了自己首场海外

马拉松赛。今年她希望更专注在自

己的跑步赛道上，以参赛者的身份

完成更多马拉松赛事。

晨报记者谢祯

“阿红来啦！”昨日8时许，当陈丽

红来到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独居老人

黄阿伯门前时，黄阿伯熟稔地打着招

呼。陈丽红俯身查看老人腿伤的刹

那，晨光恰好掠过她胸前的社工徽章

——这枚佩戴了2920天的标识，见证

着一位普通社工用8年时光织就的社

区温情网络。

陈丽红是厦门市翔安区人和社工

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总督导，却以一

名普通社工的身份被服务对象所熟

悉。昨日，记者以跟拍的方式，记录这

位社工的日常，走近这个越来越被关

注的群体。

生命守护者：
跨越年龄的托举

在人和社工的档案室里，超过1

万份老年人健康档案整齐陈列，其中

37份标注着星号。“这些是需要重点

关注的高龄独居老人。”陈丽红轻抚着

这些档案说道。在每周两次雷打不动

的探访中，陈丽红既是为老人测量血

压的“家庭医生”，也是倾听心事的“编

外女儿”，更是发现居家安全隐患的

“侦探”。去年寒冬，正是她敏锐察觉

服务对象李奶奶家的燃气热水器漏

气，避免了一场有可能发生的悲剧。

而在5公里外的一所幼儿园，这

位“陈妈妈”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生命。

面对怯场哭泣的留守儿童小雨（化

名），陈丽红没有急着递话筒，而是蹲

下身轻声耳语：“你上次画的彩虹，是

我见过最美的色彩。”当小雨鼓起勇气

完整朗诵儿歌时，陈丽红眼眶蓄满泪

水。这样的“魔法时刻”，在她主导的

“兴未来——生命领航员”项目中已发

生500余次。

从昨日上午一早的黄阿伯家，到

下午两点半的幼儿园，陈丽红完成了

跨越年龄的托举。

资源整合人：
让善意精准抵达

“基层服务不是孤岛作战。”昨日

10时许，从黄阿伯家出来后，陈丽红

赶到了位于翔安区新圩镇幸福院的义

诊现场，她展示着社工的“超能

力”——左手“牵起”三甲医院专家，右

手“联动”高校志愿者，身后串联慈善

基金会的物资支持。这场涉及阿尔茨

海默病筛查和慢性病管理的义诊，是

她耗时3个多月整合6家单位资源的

结果。“就像拼图，要把散落的社会力

量拼成完整的服务版图。”陈丽红这样

定义自己的工作。

这种资源整合

的智慧，在昨日深夜

的督导会议上，化作

精准的帮扶方案。

白板上，一单

亲家庭的需求

被分解

成经济援助、亲子关系调解、职业技能

培训三个维度。“困境如同缠绕的毛线

团，我们要找到线头慢慢梳理。”陈丽

红的话让年轻社工们豁然开朗。数据

显示，陈丽红所在的人和社工，通过

“专业社区+志愿者”模式，已让20余

个公益项目在社区生根。

信念践行者：
带人找到希望之路

昨日下午晚些时候，在翔安区新

圩镇金柄村的红十字会培训课上，在

模拟异物卡喉救援环节，陈丽红苦练

海姆立克急救法，额头渗出细密汗

珠。“去年处理过一起老人突发心脏病

的案例，掌握急救技能能争取黄金救

援时间。”陈丽红说。这名考取急救师

资证的社工，正身体力行诠释着新时

代“全科社工”的内涵。而熟悉陈丽红

的人都知道，在各种培训课堂，总能见

着穿着橘红色社工服的她。

8年社工生涯化作3000小时的

服务时长，转化为超百万元的资源链

接价值，最终凝结成服务对象口中的

那句“有你在，就心安”。当被问及坚

守的动力，这位累计步行绕地球1.2圈

的社工轻抚胸牌：“你看这徽章上的握

手图案——我们握住的不仅是求助的

手，更是通向希望的路。”

在厦门，像陈丽红一样的持证社

工，正以专业为舟、以情怀为桨，帮忙

无数需要帮助的人抵达希望的彼岸。

正如陈丽红手机里珍藏的那张照片：

夕阳下，曾经自闭的小雨笑着举起“最

佳小主持”奖状，背后的社工身影虽模

糊，胸前的徽章却闪着光。

晨报记者于婧媛

通讯员黄旋旋 李睿嘉

口腔技师，一个不常被“看见”的

群体，他们一般不直接跟患者打交

道，也很少被患者清晰感知，但他们

的存在，却是口腔行业数字化发展不

可或缺的一环。

今天我们走进厦门医学院附属

口腔医院数字化美学诊疗室，带您了

解口腔技师的故事。江武就是其中

一名口腔技师，2017年进入厦门医

学院附属口腔医院，见证了纯手工作

业到科技感满满的数字化美学诊疗

的转变。

业务繁忙的“八爪鱼”
口腔技师的一天，通常是在数字

化扫描设备旁开始的，江武也不

例外。

需要种植牙齿的患者从医生的

牙椅下来，进入数字化美学诊疗室，江

武通过使用口内扫描仪操作，仅短短

几分钟，就获得了患者的口腔模型。

随后，江武转战电脑室，开始根

据患者的实际情况为医生设计种植

导板，方便医生为患者制作种植牙的

时候准确操作。数字化设计结束后，

江武将种植导板的设计方案发给3D

打印设备，只要半个小时，种植导板

就打印完成了。后续经过清洗机和

光固化机的处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

间，医生已能拿到种植导板，开始为

患者进行种植牙治疗了。

从数字化美学诊疗室，到医生办

公室，再到计算机操作间，为了一颗

牙齿，江武每次都要穿梭三四个办公

室，切换好几台不同的设备。

数字化美学诊疗室就像口腔医

院里的一只“八爪鱼”，为全院所有科

室提供技术支持。每次用完研磨仪

后，江武和同事们都习惯将制作假牙

后剩下的玻璃陶瓷丢在旁边的盒子

里，两三个月就能攒下一盒子废料，

数一数有上千个。

专注技术的“手艺人”
江武从小动手能力就很强，喜欢

玩模型、拼乐高，遇到的电器都想要

拆一下、修一下。读大学时，他选择

了厦门医学院口腔医学技术专业，而

雕刻石膏牙齿模型是必修课。口腔

里的28颗牙齿，他读大学的时候每颗

都雕刻了上千遍，基本上看到一颗牙

齿就知道是哪个位置的；同时，为了

锻炼手的稳定度和灵活性，江武还练

习过织毛衣、夹弹珠等。

进入医院工作后，江武遇到了口

腔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刚毕业时

还在手工取牙模、打磨牙齿，转眼3D

牙齿打印机就面世了。江武需要操

作的设备，也从传统的石膏模、打磨

机、操作台，转向数字化扫描设备、

3D模型打印机、光固化机器、研磨仪

……

在AI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江武

对自己的定位仍是一个专注技术的

“手艺人”。“机器都是有局限性的，比

如我们的研磨仪，受材料和机器本身

的限制，制作出来的假牙植体仍需要

人工介入进行最终的定型，就像需要

人去赋予它一点点灵魂。”

江武说：“我更喜欢自然的牙齿，

因为每个人牙齿都是不一样的！它

们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会有各种各样

的情况，比如出现发育沟、横纹以及

刷牙时在牙齿表面形成纹理等。所

以，我们在设计制作假牙的时候，会

根据邻牙的情况，在假牙上加上这些

自然纹路，有点类似‘做旧’，这样的

假牙做出来更真实、更活灵活现。”

“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个。”对

于自己过去9年的工作，江武很满意，

但是他有更高的要求。科技在日新

月异地进步，尤其是口腔医学数字化

美学的发展对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完成更难的病例、把修复体做

得更精准、让医生的操作更完美，都

是他想要实现并且一直在努力追

求的。

“帮助选手完赛，
我倍感自豪”

厦门工学院老师庄雯莎积极在
半程马拉松赛中担任配速领航员

口腔技师江武用专业技术
守护“齿”间精彩

修复的是牙齿
追求的是美好

社工陈丽红用8年时光织就社区温情网络

有一种坚守
叫“有你在，就心安”

江武不断学习新技术，“把修复体做得更精准、让医生

的操作更完美”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记者 邵育洋摄

庄雯莎多次在半程马拉

松赛中担任“关门兔”。

受访者供图

小朋友亲切称呼陈丽红为“陈妈妈”。记者谢祯摄

陈丽红查看独居老人黄阿伯的腿伤。记者谢祯摄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

我们以笔触致敬平凡岗位中的非凡坚

守。本次报道聚焦三位劳动者的故

事：马拉松赛道的“兔子”，以精准配速

为跑者护航，用汗水诠释运动精神的

另一重维度；奔走在服务对象间的多

面手社工，以专业与温情搭建社会服

务的桥梁，让“助人自助”的理念扎根

现实；口腔诊室里的3D打印技师，用

毫米级的精密技术重塑笑容，在科技

与医疗的交叉点书写匠心。

他们并非传统意义的劳动者，却

以多元姿态拓展着职业价值的边界。

当我们凝视这些被折叠在聚光灯之外

的细节，看见的不仅是岗位的酸甜苦

辣，更是一个时代对“劳动”最生动的

注解：每一份专注都值得被记录，每一

次突破都在重塑生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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