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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来急诊科时，怀着忐忑
不安的心情，对急诊科的期待和
陌生充斥着我的内心。看着急诊
科的流程、系统、设备、急救技术，
我整个人都是蒙的，很害怕自己
承担不起急诊科护士的职责，后
来在带教老师的带领下慢慢地融
入急诊科。老师们干脆利落、行
云流水般的操作看得我眼花缭
乱，让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要学
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不知不觉来急诊科已经两个
多月了，其中有两件事让我印象
深刻。

记得那一次是早上6时，一名
老先生倒地不起，路人发现后拨
打120急救电话，急救小组立刻赶
往现场，评估患者后立即采取胸
外心脏按压、辅助通气、电除颤、
建立静脉通路、迅速给药等抢救
措施，同时通知医院做好抢救准
备，开通院内绿色通道。到抢救
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医生坚定
且快速地进行口头医嘱，而护士
们有条不紊地给予呼吸机、心肺
复苏、药物推入等，仿佛床上的患
者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大家的
心也似乎扭到了一起，看到患者
的心电图由直线开始有了变化，
大家在那一刻绽放的笑容，我想

那一定是来源于内心最开心的笑
容！

后来，患者的妻子说：“老伴
儿是家里的顶梁柱，幸好抢救及
时，感谢医务人员救了我丈夫的
生命！”患者和家属的肯定是我们
继续前行的动力，我们拯救的不
单单是一条鲜活的生命，更是一
个家庭，一个家庭因为我们的努
力，变得圆满且幸福。

还有一次是在傍晚时分，急
诊科出诊接回一名车祸患者，患
者多处外伤、大量出血，接回后
外 科 医 生 将 其 立 即 送 往 抢 救
室。经过抢救后，患者生命体征
平稳，意识尚可。随即患者的女
儿赶到医院，我亲眼看见了她进
门时神色慌张，到抢救室看到父
亲后瞬间泪流满面，而在了解父
亲病情稳定后，又长舒一口气。
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一个人可
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
的情感变化。那一刻，我仿佛知
道了我们辛苦工作的意义，我们
与“死神”赛跑，只为世界上多一
张笑脸。

有人说，这里的工作最脏，不
是车祸患者，就是外伤患者；有人
说，这里的工作最累，吃饭没定
点，上班没规律；有人说，这里的

工作最难，应急性强，风险大。这
就是急诊科，我们的工作不分昼
夜，门里门外，是生与死的较量，
是患者的生命所托。挥洒汗水，
只为争分夺秒和“死神”抢夺生
命。当我选择了急诊科，就是选
择了艰辛与挑战，有一丝希望就
不能放弃，有一份使命就要勇于
担当。我要不忘初心，勤学苦练，
努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那是
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和对每一个
生命的尊重。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急诊科
护士，不仅需要精湛的沟通技巧
和扎实的理论基础，还需要有丰
富的抢救经验，以及快速的反应
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遇到紧急
情况时经得起考验。我知道自己
还差得很远，发现不足、弥补不
足、强化自我、敬畏生命，争取早
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急诊科护士。

我为自己是一名急诊科人而
感到光荣，在今后急诊科的工作
中，我将谨记南丁格尔誓言：终身
纯洁，忠贞职守。勿为有损之事，
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尽力提
高护理之标准，慎守病人家务及
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
谋病者之福利。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中医院）

医生的敬畏与无畏
——读《一个医生的故事》有感

□陈 慧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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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书店买了一本郎
景和所著的《一个医生的故事》，
这本书一直是我的案头书，有空
的时候就想翻一翻，随便翻一篇
里面的文章读一读，都能给人以
启迪。这本书让我对医生和医
学有了更深的思考。

郎景和在国内医疗圈可谓
大名鼎鼎。他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内妇产科专家、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他不仅在医学上造
诣深厚、深受患者信赖，还有很
高的人文素养。

《一个医生的故事》出版于
2015年。在书中，郎景和记录了
从医 50 多年来的点点滴滴。全

书分为“平凡而难
忘的经历”“辛苦而
快乐的工作”“科学
而人文的医学”等
篇章，书中有对过
往经历的回忆，有
对 特 殊 病 例 的 感
悟，有对医学生的
寄语，有对医学人
文的思考。

这本书，让我感
触最深的是医生的
敬畏与无畏。

郎景和在书中
写道：“医生和病人
都应有 4 个敬畏之
情：敬畏生命，生命
属于每个人，只有
一次而已；敬畏病
人，病人把健康和
生命交给医生、病
人是医生最好的老
师，医生负责病人
的健康和生命，为

此不遗余力；敬畏医学，医学是
未知最多的瀚海，是庄严、神圣
的事业；敬畏自然，自然不是神
灵，是规律和法则。”敬畏生命、
敬畏病人、敬畏医学、敬畏自然，
这是郎景和认为的 4 个敬畏之
情。

我在医院工作，与医生朝夕
相处，对医生感知最深的，就是
他们的敬畏之心。医务工作者
的职业精神是“敬佑生命、救死
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第
一句就是“敬佑生命”，可见这是
医者的首要品质和底线所在。

我们常说，医学的本质是人
学，医生首先要修医德，要有仁

心、仁术。而对生命的敬畏，对
职责的敬畏，对医学的敬畏，就
是医德之根本。

郎景和在书中说：“比如你
今天给病人做了手术，你会始终
牵挂于他，下班之前一定要再去
看看，若情况不好，你不会走。
第二天如果是节假日，你会自觉
来看病人，这一切都极为自然，
顺理成章。”

的确，医院是24小时运转的
地方。每位医生都有凌晨从家
匆忙赶回医院的经历。不管是
自己负责的患者有什么情况，还
是有危重患者需要会诊、抢救，
接到电话后会第一时间赶到，这
是职业本能，更是职责所在。节
假日时，如果自己负责的患者有
特殊情况，不用领导要求，自己
都会到病房去看一眼心里才踏
实。

我们医院心内科刘恒亮主
任有个习惯，就是穿布鞋、走路
快。这两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抢时间。心内科经常会遇到心
肌梗死、情况危急的患者，对医
生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必须争
分夺秒。病情特别危急的时候，
刘恒亮甚至顾不上穿好防护铅
衣就上了手术台。如果让他知
道说起这些，他会觉得这都是很
平常的小事，不值一提。

对很多医生来说，一切为了
患者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
在在的一件件事、一个个细节。
就像郎景和所讲的“关系学”：

“在手术中，什么叫好好做，什么
叫不好好做？都得认真负责地
好好做呀，谁敢不好好做呢？这
就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职责的敬

畏。”
与敬畏对应的，恰恰是无

畏。
郎景和在书中提到一位患

者给他的留言。她的病情非常
复杂，手术风险很高，为了给她
做手术，医生做了充分准备。留
言中，她写道：“最令我们感动的
是，在职业前途、专家声望、病人
生命三者之间，大夫选择了后
者，救我的命。”

为了挽救生命，医生常常会
冒很大的风险，这种勇敢和无畏
令人感动。因为他们要为此承
担极大的心理压力，花费更多的
心血去研究和评估，还要付出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个过程
中，他们尤其需要患者和家属的
理解和支持。正如郎景和所说：

“在人与疾病的斗争中，病人与
医生是同志和战友，甚至分不清
谁是指挥者。他们可能遭遇同
样的痛苦折磨，经受同样的危险
威胁，必须相互充分信任与理
解、密切协作与配合。”

我们医院普外科张俊杰主
任说过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他说：“都说医生是病人的胆，其
实病人也是医生的胆。只有得
到病人的支持与理解，医生才能
更勇敢地去尝试，去争取更多生
的希望。”

医生承担着“健康所系，性
命相托”的重任，这个职业意味
着奉献和付出，意味着信任与坚
守，意味着责任与担当，意味着
生命与希望。所以一个合格的
医生必然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无畏风险、无惧挑战、无怨付出，
才能成为真正的医生。

书中提到关于钟南山院士
的一件事。在 2003 年“非典”期
间，记者采访钟南山：“‘非典’这
么凶险，你就不怕被传染吗？”钟
南山回答说：“我对这个病感兴
趣，它不是感冒，不是肺炎，是什
么呢？我们要把它搞清楚！”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最初阶段，
钟南山告诫大家不要到武汉去，
但 他 却 踏 上 了 前 往 武 汉 的 高
铁。正是这样勇敢无畏、负责任
的医生，给了我们战胜疫情、战
胜病魔的信心和希望。

在近 3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每一位白衣天使都成为勇敢
的战士、最美逆行者。别人的禁
区恰恰是他们的战场，在救死扶
伤的战场上，真正的医生都在用
知识、能力、爱心与正直去承担
最艰难的工作，持之以恒，无怨
无悔。

一方面敬畏，一方面无畏，
这是医生的共同品质。古希腊
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应
该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该
归隐于哲学。”对于生与死、苦与
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和看
法，对医学、医术、医德的探讨也
会永无止境，而《一个医生的故
事》给了我们一位从医50多年医
者的视角和温暖。

（作者供职于郑州人民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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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他，是在妈妈病房走廊墙
壁上的医生简介里。他的排列顺序并不
是第一个，好像是第四或者第五个。照
片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射着友善的
光芒，那和蔼的笑容让我有了一丝安全
感，并且我们的名字都有一个“晓”字，
让我感到更加亲切了。

第二次见他，是在病房里，他来查
房，看临床患者拍的CT。他耐心地进行
讲解，叙述手术方案干脆果断，显得那么
精干。

第三次见他，是在妈妈重症监护室
的门口，妈妈要从重症监护室转回普通
病房了，他来询问妈妈的病情，虽然因为
新冠肺炎疫情，我们都戴着口罩，但是我
仍然看见他微笑的眼睛，也感受到了温
暖。

第四次、第五次，已经记不清多少次
了，看见他每天穿梭在病房里，不管是周
末还是深夜，拖着疲惫的身体，他仍然面

带笑容，走进病房询问患者病情。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他负责的患者陪护是密接人员，病

房封闭，整层楼充满了紧张的气息。我们通过微信互相安
慰鼓励，虽然不见面，但是仍然能感到一股力量。

妈妈病情好转，出院回家了，我禁不住打开手机给他发
了一条信息，想表示真诚的感谢。

何为仁心仁术？何为悬壶济世？又何为德技双馨？这
些优美的词语都蕴含着暖心的微笑和有温度的双手，让人
铭记于心。

他是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骨科的一名医生，在医
院的日子里，他听到过患者痛苦的呻吟，生死离别的哭喊
声，而他的微笑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绽放在患者的心田，
充满对生命的渴望和战胜疾病的力量！更像一座桥梁，连
接着他和我。

（作者供职于淇县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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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书画作品

原本是五谷丰登、繁盛斑斓的
季节，可我们的城市却“生病”了，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
三门峡市。来不及商量、来不及思
考、来不及准备，整座城市按下了

“暂停键”。
在这危难时刻，“阻断疫情，扑

灭疫情燃点”成为我们医院全体人
员共同的信心和决心，每个人都在
努力着、忙碌着，同时间赛跑，与病
毒较量，一丝不苟地开展流调溯
源、密接跟踪、核酸检测等工作。

医务人员披甲上阵，冒着被感
染的风险，无私、无畏地战斗在前
线，打针送药、测量体温、日夜护
理，步履频频穿梭在每一个病房。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欣
慰地看到，出院人数日益增多，隔
离效果逐渐显现，治疗措施日渐精
进。医务人员为社会传递着休戚
与共、守望相助的力量与温情，让
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温暖，更加安
全。

能够参加疫情防控工作是一
件很自豪的事情，实战是对我们最
好的考验和洗礼。我承担着200余
人的物资保障工作，第一时间迅速
启动了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应急预
案，以平均每两天的速度成立了5
个病区，并有序地开展工作。

物资配送既是体力活也是脑
力活，不但要保障临床一线物资供
应，还要做到每一件物资的去处心
中有数，更要做到不浪费。物资清
点和数据统计是一个细致、辛苦的
工作，每天根据病区的需要，点对
点分类、整理、配送，在配送物资的
过程中，我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逆
行，只因为职责所在、使命在肩。

连续奋战，没有时间睡觉，熬红了眼睛，我们没有
喊困；高强度的体力活，每个人都腰酸背痛，我们没有
喊累；在整理、搬运物资时，无数次把手指擦伤，我们
没有喊痛；连续好几天的阴雨天气，每个人都冻得瑟
瑟发抖，我们没有喊苦；通勤车无数次经过家门口，有
家不能回，我们没有流泪。

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大家脸上捕捉不到厌
烦和消极的情绪，我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后勤不后，
保障先行”的职责和使命。

通过此次疫情防控，我突然发现，我们曾经抱怨
的、想逃离的，却是现在最怀念和渴望的。也让我更
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危难时刻，医院是我们共同的家，
当风雨来袭时，有医院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更有归
属感、幸福感、安全感。

抗疫路上，有苦、有累、有收获，需要我们有坚韧
的意志、强大的内心、自我疏导能力，以及自我管理能
力。当5年后、10年后、20年后，再回忆起这段时光，
我们是这场战争的参与者，是救民于凶险疫情的勇
士，是护佑人民群众健康的天使，想必一定会热泪盈
眶，感慨万千，并且会感到无比自豪。

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同
呼吸、共命运、肩并肩、心连心，绘就了团结就是力量
的时代画卷，经受了一场艰苦的疫情大考，取得了疫
情阻击战的阶段性胜利。一幕幕合力抗疫的生动画
面、一篇篇携手互助的暖心故事、一个个勇敢逆行的
坚毅身影，充分展现了医院精神、医院力量、医院担
当。

我要感谢每一位和我并肩战斗的兄弟姐妹，致敬
在幕后默默奉献的后勤人员。因为有了你，抗疫路上
的脚步更加矫健；因为有了你，抗疫路上的信心更加
坚定；因为有了你，抗疫战争一定会胜利。我在心里
默念：“抗疫路上，有你真好！”

这一个多月来，我们风尘仆仆，唯有星光与汗水
为证，一定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伟大梦想的追
寻，是对战胜疫情的信心，让我们坚持到了今天。不
管前路多么艰辛，也不论过去多么曲折，今天，我们洗
尽疲惫，重新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作者供职于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