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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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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行舟勇进
杨 华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卫生健

康宣传教育中心

■摄影作品

学习百年党史 讲好妇幼故事

我国是人口大国，先心病的发病率高
达 2‰～5‰，先心病患者中有 1/3 的患儿
因 贫 困 无 法 得 到 手 术 治 疗 。 我 所 在 医 院
现已累计救助 9000 多例先心病患儿。

在救治先心病患儿的过程中，护理团
队 用 博 大 的 爱 ，张 开 天 使 的 羽 翼 ，护 佑 着
患儿一路前行。

这 是 驻 马 店 市 新 蔡 县 的 一 户 特 殊 家
庭，一家 6 口人中有 4 人患病。 62 岁的父
亲 偏 瘫 卧 床 ，40 岁 的 母 亲 患 有 严 重 的 精

神 疾 病 ，经 常 连 自 己 的 孩 子 都 不 认 识 ，发
病 时 还 经 常 拿 刀 砍 孩 子 ，6 岁 的 老 三（化
名银花）和 8 个月的老四（化名豆豆）均患
有 复 杂 的 先 心 病 。 在 同 龄 孩 子 快 乐 玩 耍
时 ，11 岁 的 大 姐（化 名 小 蜜 蜂）和 10 岁 的
二 姐 却 在 照 顾 生 病 的 爸 爸 妈 妈 和 弟 弟 妹
妹！

我们医院的负责人看到这一情况后，
眼 眶 湿 润 了 ，他 说 ：“ 作 为 河 南 省 最 大 的
心血管病专科医院，我们有责任帮助这个

特殊的家庭！”随即，由医院领导带队，心
外 科 专 家 和 小 儿 心 外 科 护 士 长 随 同 来 到
新 蔡 县 ，走 进 小 蜜 蜂 的 家 里 ，接 她 的 弟
弟、妹妹到医院治病。

医院立即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爱
心救治小组”，从孩子的生活、治疗、护理
等 方 面 制 订 了 周 密 计 划 。 护 理 部 立 即 号
召 全 院 护 士 ，成 立 了“爱 心 妈 妈 志 愿 服 务
队”；要求“爱心妈妈”将“陪伴、关爱”作为
工作最主要的内容，从接诊、饮食、生活护
理等方面代替孩子的妈妈履行职责。

医生考虑到两个先心病患儿的心理需
求 ，让 小 蜜 蜂 和 弟 弟 妹 妹 随 车 来 到 医 院 。
3 个孩子营养不良，身高、体重都不达标，6
岁的银花体重只有 11 公斤，豆豆只有 5 公
斤 ，11 岁 的 小 蜜 蜂 看 起 来 像 7 岁 的 孩 子 。
看到这些，“爱心妈妈”们落泪了！

上班时间我们是护士，下了班我们是

“爱 心 妈 妈 ”。 为 了 尽 快 增 加 孩 子 们 的 体
重 ，医 院 食 堂 专 门 为 他 们 调 整 了 食 谱 ，每
天 变 着 花 样 免 费 送 来 可 口 的 饭 菜 ；“爱 心
妈 妈 ”为 孩 子 盛 饭 ，为 豆 豆 喂 奶 ，添 加 各
种辅食等；24 小时一对一陪伴患儿，陪孩
子 们 做 检 查 ；哄 孩 子 睡 觉 、陪 孩 子 玩 耍 ，
给孩子穿衣服、讲故事等。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记录孩子的情况，
我们建立了“爱心妈妈看护记录”“爱心妈
妈 日 记 ”。 心 外 科 护 士 冯 美 格 ，正 处 在 哺
乳期，得知医院征集“爱心妈妈”时，积极
报 名 参 加 ，白 天 喂 豆 豆 奶 ，晚 上 陪 着 豆
豆。她在“爱心妈妈日记”中写道：“当我
赶 到 医 院 时 ，看 到 小 豆 豆 大 大 的 眼 睛 ，消
瘦、苍白的小脸真让人心疼。我抱起小豆
豆，一会儿喂奶，一会儿换尿布，睡梦中的
他露出了甜甜的微笑，像做了一个美梦。”

从术前准备到术后康复，20 多天的时

间，“爱心妈妈”一直陪伴着孩子们，用她
们 慈 母 般 的 爱 心 与 温 情 照 顾 着 自 小 缺 乏
母爱、性格有些孤僻的孩子们。小蜜蜂和
银花渐渐变得活泼开朗起来，在病房里经
常听到她们的笑声，豆豆也在“爱心妈妈”
的 怀 抱 中 微 笑 着 。 其 间 ，小 蜜 蜂 时 常 说 ：

“ 原 来 ，有 妈 妈 是 这 么 幸 福 ！ 你 们 太 好
了！我和弟弟妹妹很开心！谢谢张妈妈、
冯妈妈、魏妈妈……感谢所有的妈妈们！”

在 医 务 人 员 和“ 爱 心 妈 妈 ”的 共 同 努
力下，患儿的手术取得成功。 20 多天后，
孩 子 们 要 回 家 了 ，但 他 们 紧 紧 地 搂 着“爱
心 妈 妈 ”，依 依 不 舍 ，哭 喊 着 说 ：“ 叔 叔 阿
姨 ，我 会 想 你 们 的 ！”泪 水 湿 润 了 我 们 的
眼睛，有不舍更有无限的牵挂和祝福！

让 我 们 一 路 携 手 同 行 ，播 撒 爱 的 种
子，用爱浇灌，让“心”之花绽放！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胸科医院）

当村头那棵枝叶浓密的洋槐树，将
暴烈的阳光透过树叶洒向地面的时候，
当院中那棵杏树的杏子长到核桃大小、
泛出黄晕间微红的时候，麦季便到来
了，麦香便四溢了。热气蒸腾的东南风
一阵阵吹来，成垄、成块的小麦地里金
黄一片，麦浪起伏，原本笔挺的小麦像
喝多了陈酿醇醪，忘形地歪着脑袋，得
意地龇牙咧嘴憨笑着。

我的家乡豫西南，土地面积广，长
方形或正方形的地块相连相接。麦收
时节，一望无际的麦田，密不透风，宛如
一整块巨大的绣着金黄色麦穗的地
毯。扑鼻的小麦的馨香，飘荡在广阔原
野的上空，穿梭在房屋、树木之间，萦绕
在农人的心头。端着的饭碗里，盛满了
麦香，睡觉时也是枕着麦香入梦的。花
草枝叶水塘沟渠，无不被麦香包裹，浸
润在一年仅有一次的新麦的橙黄里。

焦麦炸豆时节，人不催人麦香诱
人。离天明还早，但东方已有微微亮
光。乡亲们就趁着这亮光下地收割
麦子了。后半夜的野外，空气潮乎乎
的，显得格外寂静，唯有一镰一镰“刺
啦——刺啦——”的割麦声，与落脚在沟沟坎坎的夏虫“叽
叽叽叽”的歌声相应和。这块地与那块地的割麦声接连起
来，此起彼伏，抑扬顿挫，成了天地之间最美妙的语言。一
人揽六七耧麦垄，默不作声弯下腰去，用镰刀将麦秆割掉，
放下，捆个……循环往复，乐在不言中。待圆圆的红彤彤的
太阳，才从东方天际飘逸着灰褐色炊烟似的云海中探出脑
袋。直起腰扭头回望，原先浪涌波滚的金色麦田，透亮了，
透风了。

起五更吃饱了草料的耕牛，嗅着麦香，拉一辆胶轮大
车，呼哧呼哧地来到正在收割的麦地里，将麦个子拉到村头
早已碾压过的晒场里。农人用桑杈插进大车中部的麦个子
里，随着“一、二、三”的劳动号子，齐心用力，整车麦子就被
推翻、卸下，再摊在晒场里晾晒，被日光晒得差不多了，牛把
式将结实而美观的牛轭套在黄牛的脖子上，让它们拖拉一
个四边镶了木框的石磙，顺着圆圆的晒场一圈圈碾压。碾
压过后，人们用桑杈挑挑翻翻，这么几个回合，就到了夕阳
的余晖洒满晒场的时候。有经验的老农提议：“该起场了！”
一呼百应，人们将麦秸挑到晒场周边，余下的用大刮板、木
锨、搂耙聚拢成一至两堆，抓一把往上一抛，看看风向。紧
接着有人拿起木锨往上抛扬，麦糠自然被扬得远远的，留下
胖乎乎的麦粒，毫无掩饰地袒露在人们的眼帘里。

从村庄到地里，几乎不见闲人。田野里，男女老少在不
停地割麦子，儿童则在割过的地里拾麦穗，好让颗粒归仓。
大路上，牛把式赶着大车一趟趟往晒场里运输，除将麦个子
摊在晒场里碾压，还临时垛在晒场边沿，等腾出晒场后再行
晒打。在我的眼里，所有人心目中似乎不约而同地刻着“抢
收”两个字。那段时间，农人忙碌是披星戴月、夜以继日。

吃罢晚饭，明晃晃的月亮悬挂在空中。这一家家的磨
镰声，穿越过土路，与另一家的磨镰声“逗趣”。父亲用右手
撑着镰刀背，左手捺着镰刀尖，一推一拉来回在磨石上磨镰
刀尖。稍后，他用大拇指肚从镰刀刃的上部顺到下部，确认
白天用过的镰刀锋利为止。趁着月光皎洁，村民相约走向
郊野的麦田去割麦。回到家躺下还没来得及踏实睡上一
觉，就被过早醒来的鸟雀唤醒。尽管手指粗胀，腰酸背痛，
体力还没有得到恢复，就又拖着疲惫的步履来到地埂边。
当手攥住麦秆，闻到麦香时，精神头立马来了。

若遇到天气骤变，有雨来袭，哪怕在吃午饭，村民们都
会毫不犹豫地放下碗筷，跑到晒场里“抢场”，迅速将麦个子
垛成圆锥形状的小垛，唯恐麦穗变质发霉……村民珍惜粮
食之情，由此可见一斑。从那时起，我真正懂得了“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诗句中所蕴含的深意。记得六七岁时，
母亲领我到镇上排队买大米，熬稀粥充饥，眼瞅着就轮到我
母亲了，可饥饿难耐的我竟然躺到地上哭闹起来。一位中
年男人见状，将正喝着的半碗温热稀粥端给我喝，并说：“看
把这娃饿的！”半碗大米稀粥，止住了我的哭声，缓解了我的
饥饿感。我记住了那半碗大米稀粥独有的奇特效果，记住
了一生只谋面一次的陌生而又高大的身影，以致多年来，我
时常心存敬畏，惜食如命，惜老怜贫。

一年一度麦收日子里的感受，我没齿难忘，刻骨铭心。
当田野里的麦子全部割完，村民们的紧张情绪才有所缓解，
奔跑的姿势才有所改变。可以松一口气了，他们便一边打
场，一边锄地，一边翻红薯秧……按部就班劳作，生活似乎
有了规律。

一周前，我听到一个信息，说是湖南的小麦已收割了
80%。不难猜测，过不多日，大型收割机就会进入湖北省，
然后向河南省挺进。有一天，当我看到有序的 6台大型收
割机右侧系着红线绳，疾驰在高速公路上时，我猜想它们肯
定是驰往我的家乡。生产力得到解放的父老乡亲们，再也
不用起早贪黑用镰刀割麦子了……

远离家乡到城市生活多年的我，一次镰刀把也不曾握
过，但在长长的时光隧道里，至今依然记得当年收麦的场
景，那麦香那深情有增无减，愈加浓烈。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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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的前身——郑州市妇幼保健
所出现在中原大地上，同年，我
父亲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县
城。可是，出生没多久，父亲就
得了一种叫“七天风”的病，其
实就是现在的破伤风，主要是
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落后，新生
婴儿很容易受到感染。家人都
害怕幼小的父亲挺不过去，谁
知在奶奶的悉心照料下，父亲
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
由于暂停哺乳的时间长，奶奶
没有母乳喂养父亲。幸运的
是，有几位街坊邻居是刚生完
孩子的产妇，奶奶就把父亲抱
过去吃奶。后来，父亲时常对
我说，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也许正是这样的成长经
历，促使父亲长大后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父亲
成为一名进出口公司的财务会
计，他经手的资金项目数额巨
大。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父
亲始终严于律己，认真执行各
项党纪和法律法规，坚决杜绝
违规违纪事件发生。当时，年
幼的我还不知道党员意味着什
么，但当父亲每每受到单位表
彰时，我都会特别高兴，为有这
样一位党员爸爸而感到骄傲。

渐渐长大的我正是受到了
父亲的耳濡目染，才使自己从红
领巾到共青团，再到上交《入党

志愿书》，一步步向父亲靠近，向
党组织靠近。一份份思想汇报
记录了我共产主义思想从懵懂
向坚定的转变，也见证了学生时
代的我向党员身份的蜕变。

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出生
的我，于 2010 年又以一名药师
的身份重新回到了这里。当
时，该院是一所已有 50 多年建
院史、拥有床位 200余张的二级
甲等妇幼保健专科医院。作为
一名药师，我首先严格按照工
作流程做好处方审核、药品调
配以及门诊发药等工作，并对
患者进行相关的用药知识宣
讲。刚开始工作时，带着对形
状不一、颜色各异的数百种药
品的好奇心，我很积极主动，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鲜感被消
耗殆尽，就开始浮躁起来。恰
逢此时，医院党委组织各支部
党员去山东省枣庄市的台儿庄
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通过
参观图片和实物，我更感到现
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接受红色教育后，我一改
往日的工作状态，时刻以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有一
次，一位给宝宝做听力检查的
家长急忙跑来找我，说少给他
一支苯巴比妥钠注射液。该药
属于精神类药品，有严格的管理
制度，需要每天清点数量并做好
交接班。我认真检查之后，发现
实物与电脑库存完全一致，没有
多余。但是，该家长仍然坚持说
没有给他。我又经过班组长同
意，去保卫科调取了监控录像。
监控显示，我的确把药装进药袋
里，递到该家长的手里。我耐心
进行解释，告诉他这支药比较
小，可能掉到背包里了，请他找
一下。这位家长的焦急情绪慢
慢缓和了下来，他又在背包里找
了一遍，终于在背包里层找到药
品，我们都松了口气。因为该药
是特殊药品，当遇到问题时一定
要查清楚真实情况，不得有半点
马虎。

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医院
党委从未放松过。我又参加过
参观郑州二七纪念塔和祭扫烈
士陵园等活动，我的政治觉悟
也随之不断提高。在院党委和

院领导带领全体职工不懈努力
下，现在的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已经发展成为一所集医疗、保
健、科研、教学、康复、预防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承担
着全市十区六县（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孕产妇
危重症救护、新生儿危重症救
护等工作。

20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迎来了百岁华诞。郑州市妇幼

保健院将以崭新面貌向我们敬
爱的党献礼，我能够见证这个伟
大的历史时刻，相信必将在自己
的人生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当我与儿子在社区
散步时，每当看到路两旁的英
雄人物榜，儿子总会让我给他
讲上面人物的光辉事迹，其中
有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
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当他抬
起稚嫩的小脸看着这一幅幅人
物画像时，一双明亮清澈的眼
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仿
佛看到一颗红色的种子正在他
幼小的心灵里生根发芽，我欣
慰地笑了。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妇幼
保健院）

我何其幸运和幸福，能够
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我又何其自豪和骄傲，能
与医院一起走过 35 年的流金
岁月。

1986年初夏，18岁的我怀
揣梦想来到这里。诗经有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我所
在医院的原址废弃多年，杂草
丛生，为尽快解决全省妇女儿
童看病的问题，成立了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我们在医院党
委的带领下，从拔草至修整道
路，从缝制床单被罩至搬运设
备等，解决了人力不够、硬件
设施不完善等困难，实现了预
期目标。

其间，我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坚持学习党的先进理论。
后来，我被分配到手术室工
作，当时的工作条件很艰苦。
党的光辉始终照耀着我，像一
盏明灯，带我不断前行。我克
服困难，努力工作。当时，手

术室只有 3 个手术间，我们除
了参与手术外，还要对手术器
械进行清洗、消毒和灭菌；自
己动手缝制手术衣，缠胶布，
做瓶套等。由于诊疗条件有
限，为了保障患者的手术安
全，我们都轮流对手术间进行
彻底清洁。虽然工作辛苦，却
乐在其中！

1991 年，对我来说是特殊
的一年，我被派到上海儿科医
院（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进修学习。我非常珍惜这次
学习的机会，时常跟随带教老
师查房、做手术、查阅文献等，
想方设法学到老师的诊疗技

能。学习归来，我将学到的知
识与技能适时运用到实际工
作中，带领团队开展了心脏外
科 手 术 ，取 得 了 初 步 成 效 。
1993 年，我们搬进现在的儿科
病房楼，手术间从原来的 3 间
增加到 10 间；增加了许多新设
备，可开展妇科微创手术等。
这为我们为全省妇女、儿童提
供更加及时、有效的诊疗服务
奠定了基础。

1996 年，我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之后，我感到工作有
了新动力，生命有了新的意
义。1997 年～2010 年，我被任
命为手术室护士长和手术室

总护士长，为了提高我的综合
素养，更是为了医院心脏外科
手术水平的发展与提高，我被
派往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学习一年；
2006 年，我被派往香港参加了
香港护士学会护士长培训班学
习一个月。我通过努力拼搏，
取得了患者的认可与同事的好
评，2020年，我被正式任命为医
院手术麻醉科党总支书记。入
党时的誓言，我一直牢记于心；
保障广大妇女儿童的健康是我
一生的追求。

2012 年，我们搬进现代化
的妇产科大楼，新手术室共有

16 个洁净的手术间，有更加高
端的仪器设备。欣喜之余，我
发愁的是洁净手术室如何使
用、区域如何划分、人员如何
配置等。面对困难，我带领团
队选择迎难而上。经过数天
的琢磨、研究与试用，手术室
能够正常运行了，虽然过程艰
辛 ，但 我 觉 得 很 值 得 。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带
领医务人员坚守在疫情防治
一线，查阅手术室预防病毒的
相关资料；组织人员培训，规
范和完善疫情防治工作流程
等。我们用汗水和热血书写
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
怀。

我很幸运，在党的光辉照
耀下，与医院一起成长。今
后，我将继续带领团队砥砺前
行，为全省妇女儿童的健康贡
献力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

闪闪发光的岁月
□王立新

红色传承 伴我同行
□李 娜

让“心”之花绽放
□魏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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