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
主题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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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术业有几何，至精首
善为医者。”作为医务人员，我
们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
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
神，全身心守护患者的健康和
生命安全。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冬
日，河南省人民医院综合调度
服务平台突然接到一个求助电
话：“邓州的一位脑出血患者，
术后病情急剧恶化，已陷入昏
迷状态，迫切需要转院进行治
疗。”那天，因为连日下大雪，导

致道路封闭、航空管制，救护车
无法前往邓州。

从邓州到郑州，全程 344
公里，使用高铁转运患者是最
佳选择。怎么办？摆在医务人
员面前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
战。“人命关天，我们必须救
他！”冯光主任坚定地说。于
是，一场跨区域高铁转运救治
行动开始了。

面对转运的种种困难，医
务人员没有丝毫迟疑，立刻与
铁路部门、公安机关等多方沟
通协调。终于，他们为这位患

者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赢得了
救治时间。

高铁在漫天大雪中疾驰，
载着医务人员和生命垂危的患
者。高铁车厢内，气氛既紧张
又肃穆。患者的每一次心跳、
每一次呼吸，都拨动着医务人
员的心弦。

突然，患者出现呼吸急促
症状。医务人员迅速做出反
应，紧急施救。那一刻，整节车
厢的人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
只能听见医务人员忙碌的脚步
声和仪器的滴滴声。经过救

治，患者的症状终于缓解。然
而，医务人员不敢有一刻懈怠，
因为他们知道，这场生命接力
赛还远远没有结束。高铁抵达
郑州后，患者被迅速送往河南
省人民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这场跨越344公里的长途
转运，历时 1 小时 43 分钟。这
不仅是医务人员与死神赛跑的
生动写照，还是党领导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的具体体现。

河南省人民医院医务人
员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
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全力以赴地救治每一位患
者，努力做到“让党放心、让群
众满意、让患者安心”。

未来，河南省人民医院医
务人员，将一如既往地在党的
领导下，继续发扬“仁爱、博学、
严谨、卓越”的医院精神，不断
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为
群众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奋
力谱写健康河南的新篇章！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民
医院）

书画作品

YIYAO WEISHENG BAO8 卫生文化 2024年8月29日 星期四

责编 李 歌 美编 李 歌

从医随想

心灵絮语

吴 成/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动人心弦的生命接力
□李园园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医
生冯秀岭的故事，他被我们誉
为“刀尖上的舞者”。冯秀岭的
从医路，就像一次充满挑战与
奋斗的长征，令人肃然起敬。

2002年，一位50多岁的艾
滋病患者因直肠癌晚期四处求
医无门。绝望之下，患者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找到冯秀岭。当
时，艾滋病患者手术的防护设
备还不够完善，但是面对患者
对未来的恐惧和生命的渴望，
冯秀岭没有犹豫，选择迎难而
上。

在手术过程中，冯秀岭面

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艾滋病
患者的免疫系统极为脆弱，普
通感染都可能使患者面临生命
危险。冯秀岭小心翼翼地操作
手术的每一步，生怕给患者带
来任何额外的伤害。手术室
里，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
充满了紧张与期待。最终，经
过几个小时的手术，这例乙状
结肠双腔造瘘术顺利完成。

别人望而生畏的特殊手
术，冯秀岭用精湛的医术和坚
定的信念，为艾滋病患者带来
了希望。为艾滋病患者手术，
医生的身体和心理都面临巨大

压力，尤其是职业暴露的风险，
更是伴随手术的每一个瞬间。

2014 年 7 月，冯秀岭为一
位艾滋病患者手术时，手指不
慎被针扎破。他立即按照职业
暴露处理流程，服用了阻断药
物。然而，阻断药物的副作用
让他备受煎熬。从服药第一周
开始，冯秀岭就出现了严重的
腹泻、食欲减退、乏力等症状。
更糟糕的是，冯秀岭还患了化
脓性扁桃体炎，喉咙疼得连喝
水都非常困难。

阻断药物需要连续服用28
天，身体不适加上内心焦虑，让

冯秀岭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他
开始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去，
能否挺过这段艰难的时光。每
当夜幕降临，冯秀岭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反复思考自己的职
业选择，思考自己是否应该继
续从事这个充满危险的职业。

然而，在这段艰难的时光
里，冯秀岭也感受到了来自同
事、家人和患者的鼓励。尤其
是那些需要做手术的患者，都
在等冯秀岭再次站上手术台，
为他们点亮希望之光。

冯秀岭的事迹被中央电视
台等媒体报道，赞誉声不绝于

耳。但是，冯秀岭从不张扬自
己的成就，也从不炫耀自己的
荣誉。冯秀岭说：“是党培养了
我，给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平
台。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这些荣
誉，应该属于所有为医学事业
奋斗的人。”

冯秀岭的事迹，犹如璀璨
星辰，他是无数医务人员的缩
影，汇聚成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磅礴力量，时刻守护着人民
的身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
市第六人民医院）

为患者点亮希望之光
□岳 昕

从医路上，患者康复时的一个微
笑、一声感谢、一幅锦旗……总能为我
拂去一身的疲惫。一些记忆深刻的人
和事，仿佛就像一盏明灯，为我照亮前
方的路。

2014 年 9 月的一天下午，天气转
凉，肛肠科门诊接诊了一位特殊的患
者。他在陪同人员的搀扶下，步履艰难
地走进诊室。陪同人员拄着拐棍，60多
岁的面容，蓬头垢面，穿着单薄发黑的

“白衬衣”和一双已经发黑的黄色劳保
鞋，里面还套了土黄色高领毛衣，一根
已经被踩扁的鞋带拖着地。他说：“大
夫，我弟弟痔疮犯了，上厕所疼得厉
害。”

“行，你到里屋来，我给你检查一
下。”我有点儿不耐烦地打断了哥哥的
话，并指着站在他旁边愣愣地翻着白眼
的患者。哥哥用胳膊夹着拐棍，转过头
来扶患者。在我的带领下，他们慢吞吞
地往里屋走去。我仔细看了一眼，患者
也差不多50岁，虽然满头白发，但是皮
肤很好，甚至还有一丝红润，只是头发
非常凌乱。患者的头微微上扬，翻着白
眼，穿着旧的迷彩服和凉鞋，两脚拇指
穿透袜子露在外面。患者在哥哥的搀
扶下，两只手向前摸索着，迈着小碎步。

检查结束后，我告诉他们需要住
院进行手术治疗。患者的哥哥听后，
面露难色，欲言又止。我看出患者的
哥哥的顾虑后，告诉他医保也可以报
销。患者的哥哥问：“我弟弟是贫困
户，怎么报销？”我说：“如果患者是贫
困户，可以报销90%。”患者的哥哥听了
我的话，终于打消顾虑，同意尽快住院做手术。办理住院
手续之后，患者于次日下午顺利进行了手术。

术后第1天查房时，患者的症状好转，疼痛较入院前明
显减轻。我叮嘱患者的哥哥，尽快找人把患者的身份证和
医保卡送到医院，可是患者的哥哥说家中只有他们兄弟二
人，也没有亲戚，只有自己回去拿。说罢，哥哥准备离院回
家取弟弟的身份证和医保卡。

第2天查房时，我看到患者坐在床上吃馒头，患者的哥
哥一脸沮丧地坐在床边。经过询问得知：由于各种原因，患
者的医保已停缴多年。我告诉患者的哥哥：“那你弟弟住院
只有自费了！”“自费需要多少钱呢？”患者的哥哥怯生生地
问。我说：“大概3000元。”患者的哥哥低头不语。良久，患
者的哥哥艰难地站了起来，拄着拐棍回去筹钱了。

第 3 天查房时，患者症状减轻了很多，不停地说着感
激的话。由于最近2天患者的哥哥不在医院陪护，患者的
饭菜都是值班护士自费给他带的；输液中途换药、上厕所，
也都是隔壁床的患者家属帮忙护理。因为不知道患者的
哥哥的去向，我就让患者给哥哥打电话，但是患者说哥哥
没有电话，病历中留的手机号码是村里商店老板的电话。
一直联系不上患者的哥哥，我的内心不免有些紧张，心想，
患者的哥哥不会抛下患者不管了吧？患者不仅生活无法
自理，需要有人照顾，还要继续用药治疗，产生的费用怎么
办呢？

第4天查房时，患者的哥哥仍未返回医院。我内心的
不安感剧增，同事们议论纷纷。一筹莫展之际，值班护士高
兴地告诉我，患者的哥哥回来啦！顿时，我悬着的心放了下
来。可是，患者的哥哥却告诉我，他回村里借不到钱，本想
把养的牛卖了，但是一时卖不出去，所以希望患者先出院，
等过段时间把牛卖了，再来结账。我请示领导后，只好让患
者先出院了……

谁料半个月过后，肛肠科诊室的门口，患者的哥哥回来
了。他拄着拐棍，还背着一个大麻袋，坐在诊室门口的凳子
上，大口地喘着气，汗珠顺着脸颊流。他艰难地放下拐棍，
用袖子擦了擦汗（还是那件发黑的“白衬衣”）。停顿了一会
儿，他笑着对我说：“郑大夫，真不好意思，您给我弟弟看病，
还让您垫钱给他输液。我前两天把家里养的牛卖了，今天
过来结账。这是我种的南瓜，挑了几个大的给您带过来，您
别嫌弃。”说着，患者的哥哥打开麻袋，我看见里面装了3个
大南瓜。

不知何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内心掀起一阵巨大的涟
漪，久久不能平息。此时，我真想对他说：“都让你们走了，
还回来还什么账，这些钱可是你的全部家当啊！”看着他诚
挚的眼神和嘴角的笑容，我忍住想说的话，并拨通了护士长
的电话。电话的另一端，护士长不断重复着：“不可思议，不
可思议！”

经领导批准，医院为患者减免了部分医疗费用。办完
结算手续，患者的哥哥憨厚地笑了，脸上散发着诚信的光
芒，他身上那件已经发黑的“白衬衣”显得格外圣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市孟津人民医院）

秋季初始谓“浅秋”，大地
万物经过春的温润和夏的勃
发，出落得风姿绰约。

“浅秋”，温婉薄凉。它，风
轻云淡，阳暖水凉，细雨绵绵。

“浅秋”，虽然偶显“秋老虎”余
威，但是暑热已是强弩之末。

“浅秋”不像夏日般酷热难耐，
只有午后的片刻火燥，并且一
到树荫下，便立马转凉。

走在乡野阡陌，阵阵微风，
轻抚你的脸颊，顿感丝滑清
爽。秋风，没有春风濡湿、夏风
炎热和冬风凛冽，总是那样轻
柔从容，悠悠吹拂。“浅秋”的
雨，也不像春雨淅沥、夏雨倾
盆，总是不经意间飘然而至。

细雨落在头颈，凝聚成滴，
犹如晨露，凉而不寒，舔一口还
有些甘甜。唐代诗人孟浩然

《初秋》曰：“不觉初秋夜渐长，
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
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为我

们勾勒出一副“浅秋”乍凉的景
象。

“浅秋”，阒然空灵。繁忙
的夏收夏种已过，田野变得静
谧。举目四望，青冥高天，沃野
良田，地阔际远，令人心胸豁
亮、神清气爽。漫步江畔堤岸，
渌水微澜，鹭鸶轻轻掠过水面，
我不由得想起唐代诗人王勃的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的千古名句。

走进山林，空山幽谷，曲径
袅娜，鸟声啁啾，肃穆寂寥，恍
若时空凝固，使人心境安宁超
然。趁着夜色，我独步郊外旷
野，茫茫星空，深邃玄奥。皎洁
的月光，飘忽的流萤，我的心中
腾起无限遐思。路旁的草丛与
树林中，秋蝉与蝈蝈的叫声时
断时续，恰是“听来咫尺无寻
处，寻到旁边却不声”。

“浅秋”，丰盈多彩。在稻
田，早谷已颗粒归仓；晚秧绿油

油，萋萋苍苍；“一季稻”日渐成
熟，青中带黄。在旱地，玉米粗
壮，大豆、花生粒饱荚满，一派
丰收的景象。在果园，蜜枣红
彤彤，柿子金灿灿，脆梨青幽
幽；一串串葡萄晶莹剔透，黄
的、紫的、绿的相互交映，品相
诱人；金橘、甜柚果实累累，缀
满枝头。“浅秋”时节，田畴丰
盈，稼穑不断，青黄相接，盛满
农民的希望。

“浅秋”的山水，更是斑斓
多彩，景色艳丽。湛蓝的天空，
洁净得如一面镜子；漂浮的几
缕云丝，絮白悠然；绵延的山
峦，在阳光下粲然明朗。“柳条
微减翠，蓼穗已飘红。”“雨侵坏
瓮新苔绿，秋入横林数叶红。”

“浅秋”，就像一个天然万花筒，
不断切换出不同组合的绚丽画
面，让人赏心悦目，深深沉醉。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
市月湖区卫生健康委）

今天出门办事，路过公交
车站旁边的小路，天气热得我
不停地流汗。我用胳膊擦额头
上的汗珠，却不小心碰到旁边
的路人，赶忙说：“对不起，我不
是故意的。您没事吧？”我看对
方在用力地揉胳膊，表情很痛
苦。我慌神了，心想坏了，他不
会讹我吧！

然而，我定神一看，那是
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对方也在
打量着我。对方问：“你是？”

“你是大爱吗？”我率先认出了
他。“是啊，你是大川吧！”“对，
是我，你过得还好吗？”那个情
景，我现在还记得。我们紧紧
握住对方的手，站在路边寒暄
了很久，最后互相留了联系方
式。

几天后，我们抽出时间，在

一家饭馆叙旧，重温学生时期
的时光。那一件件事，使我们
时而大笑，时而沉思，感叹时光
流逝。分别后，我望着他远去
的背影，回忆起在学校的难忘
时光……

我十七八岁时，因为刚刚
参加工作，不熟悉业务，所以被
单位安排到卫校学习。就这
样，我与大爱成了同学。刚认
识时，我们互相不熟悉，很少说
话。接触了一天后，我们就熟
悉了，他家在本县农村，上学期
间住在亲戚家。

说来也巧，大爱和我刚好
顺路。每天，我们一起上学，一
起放学，自然而然地成了好朋
友。一年短暂的学习生涯结束
了，我们分开了。我回到单位
上班，大爱回到乡卫生院实习。

半年后，回学校拿毕业证
时，我和大爱又见面了，彼此诉
说着工作中发生的事，感觉很
温暖。

当时通信设备落后，我们
已经20年没有联系，各自早已
结婚生子，过着平平淡淡的日
子。20 年间，我从其他同学那
里知道大爱的一些情况。大爱
回老家之后，做了一名乡村医
生；结婚后，大女儿得了先天性
心脏病，日子过得很艰难。从
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20多
年后，我又遇到大爱，心情备感
激动，从而写下了这篇文章。
青春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向青春致敬。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潢川
县第二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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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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