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
为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展示 70 年来的发展历程
和辉煌成就，本报特推出“我和
我的祖国”主题征文活动，欢迎
广大写作爱好者踊跃参与。

征文主题：紧紧围绕“我和
我的祖国”这一主题，以个人感
悟、家国情怀为视角，讲述感人
故事，抒发爱国情怀，传播积极
向上的正能量。

征文要求：文章可以采用
散文、诗歌等文体。散文字数
不超过 2000 字，诗歌行数在 60

行以内。
征文刊登与评奖：
征文中的优秀作品将在

《卫生文化》版《我和我的祖国》
专栏刊登。届时，本报将组织
专家对入选作品进行评奖，并
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

征文时间：即日起截至12月
底，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投稿邮箱：
568689252@qq.com
投稿电话：
（0371）85966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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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在农村，村前是黄河。
喝着黄河水，唱着黄河歌。
祖辈四代人，红心向祖国。
辈辈传家训，为党勤工作。
四代共产党，尽忠多报国！

（一）
建国时期爷入党，革命镰刀手中握。
生产队里当队长，走村入户做工作。
吃糠咽菜闹革命，忠心耿耿为祖国。
治风沙，抗灾害，抗旱排涝不退缩。
改变滩区旧面貌，穷人过上好生活。
爷爷临终言，对爸多嘱托，
传好革命接力棒，一心为祖国！

（二）
爸爸是名老党员，八十高龄还工作。
扎根乡村为百姓，乡村医生贡献多。
贫困群众免费治，半夜出诊眼扎破。
落下残疾不介意，治病救人心里乐。
一根针，一把草，土法上马有效果。
七里八乡有名气，妙手回春比华佗。
市评乡村名中医，省里开会做楷模。
老牛自知黄昏短，不用扬鞭自奋搏。
广施仁爱永无止，救死扶伤献余热。
爸爸对我多教育，爷爷家训传给我。

（三）
我是标准六○后，年龄现已五十多。
受父教，担使命，革命传统永记着。
接好祖辈接力棒，代代红心向党说。
我在基层当院长，卫生战线奏凯歌。
临危受命担重任，不畏艰险激流搏。
力拔山河渡难关，革故鼎新天地宽。
倒闭医院变先进，职工患者多称赞。
荣获“优秀院长”后，还评优秀好党员。
廉洁从政抓管理，不忘初心任在肩。
大会堂里开过会，全国模范人称赞。
报效祖国志未了，我和祖国永向前！

（四）
儿子接好手中棒，为党为国意志坚。
郑大学府入了党，继续努力考上研。
毕业为国献青春，工作岗位把光闪。
土木建设工程师，城市设计技术专。
郑州工程研究院，日夜繁忙加油干。
甘洒热血效祖国，做名合格好党员！
祖国栋梁重任挑，青春有为志高远。

（五）
吾辈四代心向党，朴实家风代代传。
为党为国尽效力，增砖添瓦事平凡。
吃水不忘挖井人，牢记使命换新天。
没有祖国没幸福，祖国昌盛民平安。
辈辈全靠共产党，效国接力代代传。
祖国强大家庭兴，百姓生活比蜜甜。
我和我的祖国亲，我与祖国心相连。
奋力实现中国梦，撸起袖子加油干。
特色社会主义好，喜迎建国七十年！
（作者供职于濮阳县文留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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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絮语

我到透析室工作已经10年
了，目睹了透析患者的欢喜和忧
伤，不禁感慨人生无常，以及国
家扶持政策的重要性。

2010年，新农合报销比例还
不高，没有慢性病以及透析补
贴，也没有民政部门的二次报
销。许多透析患者因经济原因
被迫减少透析次数，苟延残喘
地活着。至今，我仍能逐个说
出他们的名字。这不是因为我
记性好，而是因为这类特殊的
弱势群体带给我的心灵冲击很
大。他们大都已经去世。马逸
臣，一个27岁的壮年男子，因肾
衰透析产生了多重并发症，走
几步就要张口喘息。我清晰地
记得大夫给他抽胸水时，他痛
苦的样子；因为没有钱，他被迫
喝农药自杀，他的家属痛不欲
生的样子。曹记斌，母亲早逝，
瘦弱矮小的父亲含辛茹苦一人
拉扯3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曹
记斌被分配到煤矿工作。但
是，工作不到一年，他就被查出
患有尿毒症。每次透析后，他
就无端向父亲发火，乱摔自己
的水杯。后来，曹记斌回到了
洛阳老家，因心脏衰竭离世。
郭家乐是我接触的年龄最小的
患者，12岁被确诊为尿毒症，跟

随打工的父母到南方度假，险
些因为误诊失去生命。每次看
到粗大的透析针扎入孩子胳膊
上的血管里，郭家乐的爸爸都
不忍直视。透析一年多，这位
伟大的父亲割肾救子，为的就
是让儿子免受透析之苦。20多
厘米的手术伤疤让人触目惊
心。为了取出肾脏，郭家乐的
爸爸还锯断了自己两根肋骨。

自从有了动静脉成形术，透
析患者不再为“直穿”而痛苦
了。“直穿”是指我们凭借经验
和触摸感将17号针穿入患者的
桡动脉或足背动脉。那种疼痛
感令人无法忍受。很多透析患
者疼得咬牙切齿、大汗淋漓。
动静脉成形术是将桡动脉和头
静脉吻合一起，让其成为一条
皮下血管。这样的血管清晰粗
大，容易穿刺。因为在皮下，所
以感觉不太疼。长期导管置入
让透析患者避免遭受皮肉之
苦。长期导管置入是将双腔导
管通过导丝送入颈内静脉或颈
外静脉内。患者透析时，不用
扎针，直接用导管引流回输血
液。

严格的食物控制、固定的透
析时间，让透析患者感觉人生暗
淡，看不到未来和希望，长此以

往，难免会发生心理扭曲。特别
是男性患者，从家庭支柱变成一
个“废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精
神负担。

近几年，党的政策越来越
好，重大疾病及慢性病几乎全报
销。民政部门的二次补助、透析
患者特殊津贴等一系列政策让
透析患者不再发愁。有了规律
的治疗，这些透析患者的生活质
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党的好政
策遍地开花，受惠者处处高歌。
所以，他们对生活有了另一种态
度：刘奇透析之余搞养殖，逐渐
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经济收入可
观；刘怀义逐渐走出精神低谷，
承包土地，种植中药和花生。来
透析时，他说：“现在，国家政策
好，承包土地还有补贴。我不能
把自己当病人看，得干下去。”

我在临床从事护理工作已
17年了，在透析室工作10年，感
触颇深。那就是把善良和宽容
融入工作中，多理解和鼓励患
者。

我们要感谢国家，感谢党和
政府，是国家的繁荣富强带给我
们和平生活，是党和政府让我们
无所畏惧地活着。

（作者供职于永煤集团总医
院）

透析患者的人生变迁
□洪 艳

近日，汝南县人民医院骨
一科主任马艳及医务人员收到
住院患者李某及家人送来的锦
旗。患者家属走到医生办公
室，握住马艳的手，激动地说：

“千言万语都不能表达我们的
感激之情，请你们接受这面锦
旗，接受我们全家人的谢意。”

6 月 16 日，患者李某在行
走时不慎摔倒，摔伤左上肢，
随 即 到 汝 南 县 人 民 医 院 就
诊。骨一科主任马艳接诊患
者后，立即给予三角巾悬吊、
冰敷患处，及止痛消肿等药物
治疗。半小时后，李某疼痛症
状减轻。因患者年龄大，有高
血压病、脑梗死等病史，马艳
担心患者病情变化，积极完善
相关检查，每隔半小时探望一

次患者。马艳与患者亲切交
谈，向患者耐心讲解相关疾病
的发展及诊治过程。患者了
解病情后，握着马艳的手，感
动地说：“我愿意积极配合你
们的治疗。你们的服务态度
真好。等我病好了，我们全家
人一起来感谢你们……”在手
术过程中，马艳亲自主刀，完
成了骨折内固定手术。最终，
手术顺利完成。术后，探望患
者时，马艳不停地安抚患者，
担心患者紧张血压上升，伤口
出血过多。在马艳的指导下，
在王凯、贺振等医生，张贞护
士长及全体护士的精心治疗
和护理下，患者上臂肿胀好
转，血压控制良好。住院半个
多月后，患者康复出院。

锦旗背后的故事
□丁宏伟 李 卫

盛夏的一个周末，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
地。我和弟弟缩在姥姥家的空调室里，看着电
视，喝着冷饮。正乐在其中，妈妈下班回来了，
说要带我和弟弟去看一位乡下“亲戚”。我们
心中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又不敢抗命，只好随
同前往。

妈妈是郸城县第二人民医院内六科的护
士长，平时教训我们时很凶，但是对患者却特
别亲切。有一次，姥姥想让妈妈帮忙拆洗、晾
晒被子，但是妈妈因要为一位得了绝症的住院
老人过生日，只好作罢。妈妈所在的科室为住
院患者过生日已成了常规。如果患者生日与
家人生日赶在同一天，妈妈必先是患者后是家
人。

出发后，妈妈开车，接上科室同事周国亮
叔叔，买了牛奶、布鞋等，才出县城向东驶去。
路上，他们不停地聊着工作上的事。直到车子
拐向乡间小道，妈妈才告诉我，今天要来探望
的“亲戚”是丁村乡赵楼村83岁的五保老人张
新民。

车子七拐八拐，终于停在了一个被绿植包
围着的小院前。我们带着礼物，推开油漆斑驳
的大门，走进种满蔬菜的小院。闻声迎出来的
是一位瘦瘦的爷爷，看到我们后眼前一亮，立
刻笑容满面地打招呼。在妈妈的示意下，我和
弟弟上前齐声叫“爷爷”。老人高兴地切西瓜
给我们吃。

在聊天中，我得知，爷爷曾患消化道疾病，在妈妈上班的科
室住过院。从此，他们结下了深厚情谊。爷爷出院后，妈妈和
同事经常来爷爷家随访，送医送药。爷爷也常托人捎青菜到医
院给叔叔阿姨们。

妈妈拿出布鞋给爷爷试穿，直到爷爷高兴地说合脚，才放
心。周叔叔给爷爷检查了身体，讲解了夏天饮食相关注意事
项、预防疾病和自我保护方法。

为爷爷清理完冰箱后，妈妈把带来的营养品摆放进去。走
到院子里，妈妈看爷爷的菜地很干，就安上电机抽水浇地。爷
爷则领着我们摘黄瓜、豆角、茄子、辣椒、西红柿……在那里，我
吃到了最好吃的西红柿。

我看见爷爷家的门前晒着一片发霉的大蒜，十分好奇。爷
爷告诉我说，他住院时看到医务人员上班太忙，为了节省时间，
很多时候都是吃腌菜。今年夏初，他收了蒜就留了一些给妈
妈。妈妈一直没时间去拿。爷爷又怕蒜放干了腌着不好吃，就
一直放着，直到蒜变色、发臭。为了安慰爷爷，妈妈蹲下身子去
拣地上的蒜，说有些还可以吃。我看妈妈低头时，掉了好几滴
眼泪。

爷爷虽然年纪大了，但是非常勤快，房前屋后都种了农作
物。有时，自己吃不完，他就把菜送给邻居吃。村里有户人家
外出打工，没法儿种地，爷爷就把土地转包过来，种上粮食，一
年还能卖1000多元。他说这些钱足够他花了，国家政策这么
好，他不能只伸手向国家要。

回去时，爷爷还把摘好的菜、玉米棒装进袋子，让我们带回
去。我能看出来爷爷心里很不舍。我们也不舍。弟弟抢着说：

“爷爷，过几天，我们还来看您。”爷爷开心地笑了。当我们走出
很远时，我看到爷爷还站在路中，手遮着阳光，目送我们。

回家途中，妈妈问我和弟弟此行有什么收获。弟弟说：“今
天，我终于知道花生是长在地下的，西红杮是长在地上的。”妈
妈问：“除了吃的，还有什么呢？”我说：“爷爷是五保户，却不依
靠国家，那么大年纪了，还种田种菜，与别人分享，尽自己的力
量帮助别人。我们要向他学习……”妈妈说：“你这样想，就说
明这趟没白来。你看，张爷爷像不像路边那片向日葵，充满健
康、快乐、活力？他努力追求着自己的人生，默默奉献着爱，让
周边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光明和忠诚。”

此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的用意，同时决定像张爷爷那样，
努力奋斗、积极向上，做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用的人。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董利好

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
我自豪，因为我不仅有一个温
馨、甜蜜的两口之家，还有一个
繁荣富强，拥有13亿兄弟姐妹的
多口之家——祖国！

祖国70年历史巨变
曾经，这个家饱经沧桑。直

到1949年10月1日，一个振聋发
聩的声音响彻世界：中国人民站
起来了！从 1997 年香港回归到
今天，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
远镜 FAST，全球最大的海上钻
井平台“蓝鲸2号”，中国车、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港……一件件
新的创造和发明让人热血澎湃，
激情满怀，让人不禁由衷赞叹：
厉害了，我的国！

70 年，一次次零的突破，一
次次新的飞跃，一次次历史的刷
新，祖国发生了巨大变迁！尤其
是我参加工作这几年，医疗行业
日新月异。我因为有您而感到
幸福和骄傲！

薪资待遇呈阶梯式增长
曾记得，刚上班时，我的月

收入仅有 2800 元，除去租金，吃
饭穿衣都要精打细算。我曾信
誓旦旦地向父母保证，不出 3 年
在 郑 州 买 房 。 理 想 总 是 很 丰
满，现实却很骨感。捉襟见肘
的生活让我在郑州安家的梦想
变得遥遥无期。然而，“梦想还
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参
加工作 2 年多的我，通过公积金
贷款，如愿买了心仪的房子。

“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郑州人
了！”我多次告诉自己。兴奋之
余，我更在内心默默地感谢祖
国：感谢它把郑州纳入国家中
心城市；感谢它调整了个税起
征点；感谢它实施了个税专项
扣除项目的调整方案……有了
这些举措，我的生活水平有了
很大的提高。

互联网+医疗
曾记得，小时候去医院看

病，不仅需要排队挂号，还需要
排队交费；现如今，使用手机关
注医院微信公众号，即可进行
分时段预约挂号、交费、咨询、

查看体检报告……不但省时省
力，而且效率很高！记得刚出
现移动支付时，一位阿姨着急
交费，却忘记带钱包了。正当她
转身准备离开时，我急忙叫住
她，对她说：“老师，使用微信、支
付宝也可以交费。”听后，阿姨高
兴地拿出手机，经过一番操作
后，就学会了通过微信缴纳押
金、预约挂号、查看体检报告。

“这真是太方便了！我以后就不
用来回跑了，随时随地都能交费
了！”看着阿姨脸上露出的笑容，
我的内心莫名地升起一种强烈
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不禁感叹：
活在当代，真好！新世纪，移动
化、智能化、大数据、5G 带来的
高效、便捷的生活方式已全面开
启。线上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
询、电子处方、智慧药房……这
些新的模式大大提高了群众的
就医体验，缓解了老百姓“看病
难”问题。

取消药品加成
曾记得，取消药品加成那

一天，早上还不到上班时间，在
医院的收费窗口就已经排了长
长的队伍。大家拿着处方，激
动地等待着见证奇迹。“降了，
降了！”一位患者兴奋地对我
说：“之前卖 300 多元的药今天
卖 200 元 ，一 下 子 省 了 100 多
元。”“医改好呀！我的也省了
70 多元。”另一位患者也露出了
笑容。自 2017 年全省实施取消
药品加成政策以来，群众不仅
对医院的满意度越来越高，对
医改的喝彩声也越来越高！

曾记得，过去挂专家号，偏
远地区的患者需要千里迢迢往
大医院跑；现如今，通过专家走
进社区坐诊或远程会诊、区域
医联体建设、医疗集团建设，患
者看病更加便捷、高效了。

曾记得，过去身边“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常发
生；现如今，大病保险制度、大
病 补 充 医 疗 保 险 制 度 等 一 系
列 惠 民 政 策 的 实 施 大 大 提 高
了居民的医疗保障权益，真正

实现了“小病有所医，大病医
得起”。

曾记得，过去异地看病，患
者需要先自费，再回当地报销；
现如今，异地医保结算全国联
网已基本实现。

曾记得……
短短几年，我看到了医疗

行业的瞬息万变，见证了祖国
的迅猛发展。“人民有信仰，国
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今天
的幸福生活，是全国人民坚定
信仰，一步步探索，一点点创造
来的。未来的祖国，等待着我
们去描绘，去开拓。

“青年是时代最灵敏的晴
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
作为时代新青年，我们要脚踏
实地，在国家奋进追逐中国梦
的同时，坚定信念，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努力绽放绚烂的青
春。

祝福祖国，祝您 70 岁生日
快乐！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中心医院）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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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梓
萌

从小到大，我见证了车从古
老到现代，从落后到先进的演
变。

记得小时候的一个春天，我
生病了，连续几天高热不退，也
不吃不喝。妈妈用一辆“爬山
虎”（一种木轮小推车），天天推
着我到几公里外的诊所治病。
那时，能坐上小推车绝对是一种
享受。虽然生病了很痛苦，但是
坐在小推车上，晃晃悠悠，听着
小车吱吱扭扭的声音，我的心里
别提有多美了，感觉病也好了许
多。

后来，家里的小推车破旧得
不像样子，“缺胳膊少腿”的，再
也不能“上阵立功”了。全家省
吃俭用，购置了一辆架子车下
盘，又请人打造了一个坚固的槐
木车棚。看着那黄蜡蜡、亮闪闪
的架子车，一家人高兴极了。架
子车比小推车先进多了，不但美
观轻便，还能承载一吨重的货物
（我们称之吨车），可以人畜两
用。我家的架子车第一次“出
差”，是到30公里外的县城给军
队送饲料。那时，我还是一个毛

头孩子，没出过远门，就闹着要
坐架子车去县城。当时，正值假
期，父亲就答应了。出发时，父
亲甩了一个响鞭，骡子就撒开蹄
子，欢快地奔跑起来。架子车一
颠一颠的，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霞
光中……

在那个年代，架子车算得上
是一个“功臣”，在人们劳动和生
活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架子车
毕竟是个人力车，拉车的劳动强
度可想而知。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
我家的车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
几经换代。我家先是买了一台
手扶拖拉机，能犁地、打场，和
架子车结合在一起，又能拉载
货物，方便多了。后来，我家又
换了一台机动三轮车。机动三
轮车比手扶拖拉机更胜一筹，
使用起来得心应手。随着电动
车的问世，家里也赶潮流，毫不
犹豫地买了一辆。电动车环保
节能、方便快捷，深受全家人喜
爱。

在村卫生室上班这些年，
为了方便出诊，给患者看病，我

的代步工具也经历了由自行车
到摩托车，再到电动车的更新
过程。自行车伴随我长达20年
之久。仅自行车，我就骑坏了5
辆。后来，条件好了，我换了一
辆摩托车，再后来又换成了电
动车。前年，儿子看我天天风
里来雨里去，没日没夜地给群
众看病，又经常到5公里外的乡
镇卫生院开会，非常辛苦，就把
他的小汽车送给了我。小汽车
上有空调，冬暖夏凉，开起来非
常舒服。奔驰在乡间平坦、宽
阔的水泥路上，我的心里充满
了幸福和喜悦。有一次，一位
急性心梗患者前来就诊，情况
十分紧急，我毫不犹豫，立即驾
车把他送到医院，赢得了宝贵
的抢救时间。最后，患者转危
为安。

时代仍在高速发展，国家
日新月异。我常常暗自发问：
车，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模样？
你那滚滚的车轮会带我们奔向
何方？

（作者供职于长葛市南席镇
高庙卫生室）

记忆中的车
□侯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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