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清坡/作 （作者为河南省泌阳县人民医院宣传科科长、泌阳县书法家协会主席）

书
画
作
品

YIYAO WEISHENG BAO8 卫生文化 2024年7月11日 星期四

责编 李 歌 美编 李 歌

驻村手记

75年风雨兼程，75年砥砺奋进。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医药卫生报》推出“强
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主题征文活动，热情讴歌
全省卫生健康行业的沧桑巨变，生动讲述中原儿
女追赶时代大潮的感人故事，展现个人命运与国
家命运、民族命运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家国情
怀。欢迎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广大干部职工踊跃参
与。

征文要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
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
史性变革，结合个人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所感，
用小故事折射大主题，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文章要求原创，主题鲜明，文笔流畅，字数不超过
2000字。

联系人：李歌
投稿邮箱：258504310@qq.com。请在“邮件

主题”处注明“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征文。
联系电话：（0371）85967078

“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
主题征文启事

一场小雨润物细无声，唤醒了乡
村。低身于田野阡陌，我把无忧无虑的
童年埋进土地，让燥热的盛夏抚摸着田
野盎然的生机。

“布谷、布谷，布谷、布谷。”一声声鸟
叫从最高的老槐树上传来，让单调的乡
村妙趣横生，呈现出诗意的鲜活和葱茏。

“你去哪里啦？这么长时间也不回
村。”80多岁的蒋大妈早已满头银发，抬
头纹和眼角纹挂在干瘪的脸庞上。蒋大
妈穿着儿媳妇亲手做的枣红色上衣、黑
色裤子，还有在集市上买的布鞋。

“我这不回来了嘛，你还记得在沙河
岸边，咱俩说的事吗？”

徐大爷已两鬓苍苍，年轻时健壮的
身躯也被岁月压弯了腰。他倔强的脸
上，透出的是艰辛；深邃的眼中，显现出
的是淡淡的安详。

“你还记得呢？我以为你忘了呢！”
“我没有忘！”徐大爷捋着胡子得意

地笑着。
望着蒋大妈和徐大爷手拉着手，亲热地唠着家常，我

想，人的生命力，就是在煎熬中强大起来的。
白哥家院子里种的满天星，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东边

新修的水泥路旁，不知是谁家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几位白发
苍苍的老人围坐在一起下棋闲聊，一只大黄狗蜷着身子在
一旁打盹。

村子中央有一个文化广场，广场两侧有一个篮球架，四
周摆放一些健身器材。孩子们在广场上穿梭打闹，徐嫂抱
着宝宝沐浴着阳光。每逢节假日，村民们都会在广场上跳
广场舞、唱大戏。村里有几支业余文艺表演队，队员们都是
本村的村民。他们有的在外地演出挣钱，有的留守在村里
自娱自乐。

“老李，你这是去哪儿呢？”徐大娘扛着锄头对我说。
我说：“我去天晓家看看。徐大娘，您最近身体好吗？”

“你看看，最近我瘦了。前几天，我感冒了，这才刚好。”
徐大娘无奈地说，“你还不知道，前段时间大儿子把我接到
城里住了。我在城里人生地不熟，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差
点儿把我憋出病来，还是回村里好，见到乡亲们可以说说
话，心里也敞亮。”

我说：“徐大娘，那您和婶子们多说说话，我先走啦。”
我正准备走时，徐大娘贴着我的耳朵对我说：“中午去

我家，我给你包饺子吃。”
徐大娘说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事？“老李，还想问问

你，听说邻村建高铁呢！咱村啥时候有这好事？”
“徐大娘，咱们村现在是‘风水宝地’，以后准备治理沙

河，种荷花、建廊桥，村民们可以钓鱼、划船，您就等着过好
日子吧！”徐大娘诚惶诚恐地看着我。“老李，你说我能活到
那一天吗？”

我坚定地对徐大娘说：“徐大娘，您一定会看到那一天
的。”徐大娘高兴地说：“好，我一定把身体养好，等着那一天
到来。”

日子像风一样吹过来，又吹过去，每天平静得如此亘古
与悠长。清粥咸菜，有属于自己的味道；鸡鸭鱼肉，也有独
爱它们的人。想起那些父老乡亲，我突然感悟到，乡村那清
淡如水的日子里蕴藏的悠然，是别人无法察觉的美。

（作者为河南省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鲁山县
辛集乡白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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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招生计划一览表

专业

中医

护理

药剂

中药

医学检验技术

口腔修复工艺

康复技术

制药技术应用

生物制药工艺

中医护理

中医康复技术

专业代码

720401

720201

720301

720403

720501

720504

720601

690201

690202

720402

720408

招生人数

450

700

50

100

50

50

250

50

50

100

100

学制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3年

招生对象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及社会青年

收费标准

广告

地 址：洛阳市嵩县城关镇开发区·北元，在县城乘2路公交车到终点站（卫校）下车
联系人：杜建芳15136391899 杨新杰13938866519 刘建成13783181393

招生专线：（0379）66301346 66300360
网址：http://www.lyszyyxx.cn

邮编：471400
电子邮箱：lyzyyxx@188.com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
校，是河南省示范性中专、河南省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单位，是河南省唯一招
收中医专业学生的中专卫校。学校现
有在校生5600人，开设有中医、中药、
中医护理、中医康复、护理、康复技术、
药剂、检验等 11 个专业，生源来自全
省各地。学校为职业学校技能培训和

认定机构，2023年为在校生开展
各类技能培训 11744 人次，为毕
业生发放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
师、保健调理师、中药材种植员
等技能等级资格证书 1974 人。
学生毕业可以通过对口升学参
加高考，2023年考入高校的学生
有365人。所有专业学生毕业后
还可以参加国家执业助理医师、
执业护士、执业药师等资格考
试。2023年，学校中医专业毕业
生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

率获全省10个大中专院校第二名。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办学条件，

促进产教融合发展，更好地为中医药
事业、中药产业、康养产业服务，嵩县
县委、县政府决定在产业集聚区建设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新校区。该项目占
地面积 133 亩（1 亩=666.67 平方米），
建筑面积6.7万平方米，总投资2.5亿
元，可以容纳学生3000人，2022年9月

开工建设，计划今年5月底竣工，可以
实现今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

国家资助
免学费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式学籍在校学生，可享受国家免学费
政策。

助学金 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
式学籍的一年级、二年级在校学生（连
片特困地区农村学生，不含城镇户口，
以及其他15%的困难学生），可享受助
学金政策，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平均
2000元。

奖学金 全日制在校生中特别优
秀的学生，奖励每人每年6000元。

“雨露计划”助学补助 河南省中
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发放“雨露计划”扶贫助
学补助，每人每年3000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省教育厅颁发

普通中专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学历，均

可参加国家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护士、
执业药师及相关医药卫生技术资格考
试；毕业生均可参加对口高考；我校是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可为毕业生
颁发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保健调
理师、保育师、健康照护师、中药材种
植员等职业技能等级资格证书（国网
可查）。

报名须知
1.参加中招考试的应届毕业生，

可直接到我校招生办报名。
2.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

原件及复印件、中考成绩单。
3.初中、高中往届毕业生及社会

青年到校报名，须提供身份证或户口
本原件及复印件，并真实准确填写个
人信息。

4.我校未与其他任何学校开展联
合办学，未委托任何社会机构给我校
招生，报名学生请电话咨询招生办或
者到学校招生办咨询。

河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省医学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招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河南省中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洛阳市特色办学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洛阳市文明学校
洛阳市职业教育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技能培训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先进单位

“2022 年过去了，我很怀念
它。”时至今日，我仍然用这句话
跟早已过去的2022年告别。

那一年的冬天，疫情防控形
势严峻。在此形势下，作为全市
疫情防控应急医疗处置定点机
构，开封市人民医院为维护正常
医疗服务秩序，满足全市人民安
全就医的需求，准备在 8 号病房
楼紧急成立住院部隔离缓冲病
房。

“医院要成立隔离缓冲病房，
需要医务人员，谁愿意去？”医院
向全院医务人员发出志愿者召集
令。

身为一名医务人员，我们深
知所谓“隔离缓冲”就是“率先接
触”，对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但对个人的危险性也不

言而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由于报名人数太多，还
要保障其他日常工作的正常运
转，最终医院采取“抽调”的方式，
组成了第一批隔离缓冲病房医疗
队伍。当我站在队伍中与“战友”
们相望时，才真正明白了高中课
本上的那句话：“捐躯赴国难，视
死忽如归。”

隔离缓冲病房所在的8号病
房楼当时还处于建设中，连基础
的硬件设施都没有配备齐全。3
楼、4 楼、5 楼都是病房，1 楼是医
务人员的办公和休息区域。我们
的主要职责是在收治患者后，保
证患者有热饭吃、有热水喝，确保
每一个新冠病毒感染患者早发
现、早甄别，以及安全分流，避免

发生院内感染事件，有效防止感
染面扩大。

那些日子，我们防护服一穿
就是四五个小时。我们不仅是穿
梭在楼上楼下运送物资的“搬运
工”，还是细致入微缓解患者焦虑
心理的“疏导员”……

在闷热的状态下，我们的头
发不知道被汗水洗了多少遍。
然而，脱下防护服后，迎接我们
的又是无尽的寒冷。由于新建
病房楼的暖气不足，我们只能靠
被子取暖；床铺不够，只能在水
泥地上铺个垫子休息；吃饭时间
不固定，饭凉了只能加点儿热水
补充体力。

“志士长医国，良医亦念民。”
我们虽然饱受“冷热”交替的摧
残，但是一刻都不敢懈怠。因为

楼上病房里既有80多岁的老人，
也有不满 7 岁的儿童，因为我们
是全院疫情防控的“关口”和“前
哨”。

在隔离缓冲病房，我们每个
人都是一道白色的身影，疲惫而
坚毅，温暖而乐观。我们保障了
普通病房新冠病毒感染患者“零
输入”，隔离缓冲病房新冠病毒

“零扩散”。在那段难忘的时光
里，我们成了阻击新冠病毒的“守
门人”。

时光流转，而今已四季如
常。隔离缓冲病房已经消失不
见，它完成了使命，而我也回到了
原来的工作岗位上。8号病房楼
开始人头攒动、出入自由，早已不
复当年的模样。我时常站在走廊
的窗前望着 8 号病房楼，脑海中

浮现出那段不同寻常的时光。
没错，隔离缓冲病房消失了，

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它又一
直存在，存在于我们的精神里。
隔离缓冲病房给我们留下了一笔
丰厚的遗产，那是一种战无不胜、
攻无不克的力量。我知道，那一
年，隔离缓冲病房，不仅我们医院
有，其他地方的医院也有。万千
萤火可汇成灿烂星河，白衣执甲
也能护山河无恙。

“人身疾苦，与我无异。凡来
请召，急去无迟。”2022年远去了，
我依旧身穿白衣，和同事们一起
穿梭于护士站和各个病房之间。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份责任，更是
一种热爱。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市
人民医院）

那年的8号病房楼
□夏 菁

自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全
国人民团结一心，秉持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的态度，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全体
干部职工在院党委领导下，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3年来，医院面
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迈向了高
质量发展的新台阶。

前天，我们科室的患者王阿
姨对我说：“现在感觉医院的停车
位比以前好找了，还有门诊那个

‘一站式’服务台，既好看又方

便。”听后，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我告诉她：“这是医院为了改善患
者就医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医院
提倡职工在院外停车、绿色出行，
将车位让给患者；大厅也重新进
行了装修，还提供直饮水、病历复
印、医保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为
方便患者，实行‘无假日’医院，让
患者在周末也能顺利就医。”王阿
姨听后，竖起拇指夸赞道：“你们
医院的医务人员医术高、服务好，
又解决了停车难题！我以后看
病，就来你们医院了。”

不仅患者满意，职工内心也
很温暖。近年来，医院积极为职

工申请职称晋升名额，为方便职
工子女上学，还对接了公立幼儿
园。

在院党委的引领下，医院还
严格执行“廉洁从业九项准则”，
致力于打造清廉医院、清廉科
室。院领导多次强调：“我们要竭
尽所能为患者治病。”为提高医务
人员的业务能力，医院实行“立体
进修”模式，如省内、省外进修，甚
至鼓励出国进修。只要你想干，
医院就为你创造条件，这是一件
多么幸福的事情。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说：“凡
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

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医者仁
心，疗效才是硬道理！我们科室
在毕巧莲主任带领下，在传统疗
法基础上守正创新。毕巧莲主任
还将“毕氏神针”这一宝贵的医
术，传承给年轻的医生。王权亮
副主任则不断拓展思路，创新开
展新技术，努力为患者减轻病痛，
受到了患者的好评。

“护理之道，精于呵护。”我们
科室的护理团队也不断学习新技
术，比如手法独特的火龙罐，面部
拔罐、刮痧等，帮助患者早日康
复。科室还运用人工智能开展个
性化健康宣教，出院后的电话回

访，也是对患者的问候与叮咛。
“细节决定成败，服务铸就品

牌。”有效的治疗、暖心的护理，让
患者一次次地选择我们科室就诊。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不
会干枯；一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
更有力量。我作为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的一员，将继续努力学
习，提高专业能力，不断开阔视
野，培养自己的格局和胸怀。我
愿意和医院一起启程，向光而行，
以萤火之光，汇聚成强国复兴的
火炬。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

与你一起 向光而行
□张丹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