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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在一本书上读了一
篇文章，虽然文章只有1000多字，
但是情真意切，很感人。我掩卷沉
思，产生诸多感想。

这篇文章讲的是岳父生病的
故事，说岳父的“肝病又犯了”，家
属要求其到大医院治疗，“不敢面
对的结果果然存在——肝癌”。

岳父被诊断为肝癌，家属为了
不让岳父知道真实病情，就一直瞒
着他。岳父的身体越来越消瘦，四
肢还越来越无力，就连几百米外的

“学生之约”也无法独自走到。
岳父是一位教师，教师节这一

天，全校老师合影，女儿想把父亲
“最后的风景”记录下来。合影结
束后，女儿把借来的摄像机扛到学
校大门口外的一块空地上，正是夕
阳晚照、梧桐镀金时刻，一家人向
镜头缓缓走去，顿时“青山着翠，淮
河如练，被镜头隔开的风景，在夕
阳最后一抹余晖里格外的灿烂”。

几天后，岳父走了，“最后的风
景”定格于亲人的呵护和记忆里。
作者在整理岳父的遗物时，发现岳

父内衣的口袋里有一张半年前的
医院诊断报告。原来，岳父早就知
道自己的病情，他不想让家属担心
和伤心，静静地把“痛”隐藏了起
来。一家人坚守一个美丽的谎言，
也是幸福之家的体现。

身为医生，我见过很多疾病晚
期的患者，如何对待这样的患者，
不仅是医学要考虑的问题，还是每
个成年人都要考虑的问题。因为
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任何物种都
得遵循，没有一个例外。

“生”是喜悦的，是上天给人改
造繁荣世界的初心。“老”是漫长
的，人生处处有风景，就连疾病也
是一道风景，只是让人惋惜的是，
少许人没到白发苍苍的年纪就去
世了。

疾病是一种生存方式，每个人
都会生病，之所以有人能活到耄耋
之年或百岁，是因为不断战胜疾病
的结果。人生病后，虽然身心受到
疲惫和痛苦的折磨，但是体内会生
出很多抗体来佑护其往健康发展。

至于死，我们说得婉约一些，

比如寿终、仙逝……因为死是一个
既可怕又恐怖的字，人人恐惧且拒
之，就连医学家也这样想。早些
年，医学家把“心肌梗死”“脑梗死”
等疾病在教材上更迭为“心肌梗
塞”“脑梗塞”等。据说是因为患者
听“死”字远不如“塞”字安心、静心
和放心；后来，可能是因为“塞”字
不能说明疾病的本质，不能把疾病
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表达得准
确，所以医学家又改回原来的叫
法。

对于癌症患者，我举 2 个例
子。甲某陪亲戚去大医院看病。
给亲戚看完病后，甲某想着来医院
一趟不容易，也检查一下身体，结
果被诊断为肝癌。回家后，甲某终
日郁郁寡欢，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乙某也是肝癌患者，但其快乐生
活，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他说：“我
已经 87 岁了，这几年都是赚的。”
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怎样对
待“最后的风景”，是不可小觑的。

文中的岳父是幸福的，因为亲
朋好友是关爱他的。他的病情突

然加重，身心的苦和痛只有自己知
晓。家是和谐、善良之家，人是仁
爱、孝顺之人，“肝癌”二字摆在家
属面前，无疑像一个炸弹让人恐
惧。家属为了让患者在最后日子
活得快乐，都不约而同地隐瞒真
相。

作为一名医生，该怎样对待患
者呢？我觉得用一句话来概括，那
就是：“患者满意是最重要的。”医
生是给患者看病的，救患者于痛苦
之中，只有心无杂念，才能给患者
看好病。英国作家吉卜林说：“如
果你跟村夫交谈不离谦卑之态，与
王侯散步不露谄媚之颜。孩子，你
就会在低眉与抬头之间，感受到人
格的尊严和伟大。”

文中有这样一句话：“结果是
一个很权威的老医生敲了敲一张
几近散架的桌子说，肝已类此，为
期已晚。”读完这句话，我有诸多感
想。先说“敲”，这里的“敲”应该是
轻轻地敲，要是医生用力较大，作
者会是用“锤”等词语。况且，一个

“几近散架的桌子”也禁不住人用

力地敲。“敲了敲”可能是医生的习
惯，这不是冷漠，更不是幸灾乐
祸。“肝已类此，为期已晚”，我觉得
医生是实话实说，没有过度治疗或
哄骗患者，是对医学的无奈叹息。

对于癌症患者，医生应该告知
患者实情，还是不告知患者实情
呢？我觉得，对能笑对人生的患者
可以说实话，对心态较差的患者还
是用善良的“假话”与其交流。

古人云：“泛爱众，而亲仁。有
余力，则学文。”看来学习文化知
识，没有爱人崇德重要。

人生如歌也好，人生如戏也
罢。人活着，关键要活得健康、活
得快乐，每一步都描绘美丽的风
景。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沈丘县人
民医院）

人生处处是风景
□王泉滔 文/图

心灵絮语

每每想起父亲，脑海中总
是闪现出他站在村口等我回家
的身影。

有一年冬天，单位安排我
外出学习，我没来得及给父母
道别就匆匆去了省城。在省城
学习时，我觉得机会难得，就利
用一切时间跟老师学习，每天
的生活既紧张又充实，根本没
有时间想其他事情。

等到学习结束，我才想起
已经 2 个月没有回家了。以往
我都是半个月回家一趟，这次
外出学习期间也没有和父母联
系，他们肯定会很着急。

记得有一次，因为工作特
别忙，我1个月没有回家，所以
父亲就骑着自行车奔波几十
公里来县城看我。平时爱干
净的父亲，那天看上去蓬头垢
面，汗水湿透了衣衫。我见到
父亲的瞬间，泪水就模糊了我
的双眼。从那以后，即使工作
再忙，我也会抽时间回去看父
母。

哎！这次……想到这里，
我迫不及待地坐上回家的长途汽车。到老家车站
后，我还要走两三公里才能到家。那天特别冷，风
刮在身上冷飕飕的，我提着东西，手冻得有点儿僵
硬，快速向村里走去。刚走到能看见村口的地方
时，我隐约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不知是不是“第
六感”，总觉得那是父亲的身影。我加快脚步，向
那个人走去。

我离那身影越近，越感觉那是父亲。到真正
能看清时，果不其然，真的是父亲。父亲在寒风中
来回踱步，鼻子冻得通红。我心疼地向父亲扑过
去，抓住父亲的双手搓起来，嗔怪道：“这么冷的天
气，您站在这里干啥？冷不冷？”“不冷，想着你学
习该结束了，看今天能不能接到你。这么长时间
没有见你，我们都想你了。”父亲兴奋地看着我说。

我诧异地问他：“您怎么知道我外出学习啦？
是不是又骑自行车去单位找我了？”那年，父亲已
80岁了。

父亲嗫嚅着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回家，也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单位找你，但这次是坐车
去的，你的同事说你去省城学习了。”

握着父亲冻僵的双手，我的泪水流了下来。
后来，我也是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这段时间经常
去村口等我回家。

父亲已经去世20年了，那个瘦瘦的、顶着寒
风站在村口、盼女儿回家的身影，深深定格在我的
脑海中。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宜阳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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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更精准诊疗更精准 服务更优质服务更优质 患者更放心患者更放心
——来自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报告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徐建军 沈箬文 张诣雪 文/图

72 岁的患者张某是洛阳市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精湛技术的受
益者之一。2022年3月14日，张某
以“头痛、视物不清 12 小时加重伴
头晕2小时”为主诉入院。此时，患
者已错过静脉溶栓的最佳治疗“时
间窗”。患者病情复杂，脑血管造影
检查结果显示，其右侧椎动脉开口
闭塞、左侧椎动脉开口重度狭窄。
专家与患者家属沟通后，决定暂给
予药物内科治疗，积极完善术前准
备，择期进行血管内支架治疗。然
而，患者在手术前一天早晨突发昏
迷，病情危重，结合前期病情，科室
立即启动急诊绿色通道，为患者进
行基底动脉取栓术及左侧椎动脉开
口支架植入术。术后，患者意识恢
复，病情好转，未遗留任何症状，随
访至今，病情一直稳定。邢付强说：

“此患者的成功救治，不仅是我院长
期重视卒中中心建设的成果展示，
还是我院在洛阳市首次提出‘椎动脉残端综合
征’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我院乃至洛阳市救治此
类患者的水平！”

2022年5月8日，23岁的女患者刘某以“怀孕
5个月有余，发现血压升高1周”为主诉入住妇产
科。患者为双胎妊娠，住院前检查发现一胎宫内
死亡，住院期间考虑患者为早发型重度子痫前
期，患者及家属决定放弃保胎治疗。药物引产
后，患者出现抽搐1次。神经内科专家应邀会诊，
并进行头颅磁共振检查，考虑患者颅内静脉窦血
栓形成，病情危重，随时有癫痫发作、脑出血、昏
迷等风险。随后，患者转入神经内科，进行脑血
管造影检查，确认颅内静脉窦血栓形成。神经内
科医务人员为患者立即进行颅内静脉介入取栓
术，取出大量血栓，使静脉窦通畅，术后给予患者
抗凝药物等治疗。随访至今，患者未出现抽搐及
不适症状，病情稳定。“此患者的救治，是我院多
学科协作的成功实践，也开创了我科介入救治颅
内静脉系统疾病的先河！”石进峰说。

未来，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将以神
经介入为引领，补齐短板，全面提升卒中诊疗水
平，争取通过国家高级卒中中心验收，为百姓提
供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争取通过三级癫痫中
心验收，建成三级眩晕医学学科，更好地为百姓
的健康保驾护航。

春天，大地复苏，万物生长。
我细细品味春天，不觉心潮涌动，
脑海中油然闪现 3 个字：柔、香、
美。人们把春天唤作“春姑娘”，正
是因为她宛若豆蔻少女。

柔，是春的品格。
春风，很轻柔。它没有夏风狂

暴，没有秋风萧瑟，没有冬风凛冽，
总是那样步履轻盈、温婉知性。若
与它迎面相拥，就像一双纤手从脸
颊轻轻划过。春风拂过，将草木花
鸟唤醒，恰是“花自春风鸟自啼，岂
知造物天为春”。

春天的阳光，很温柔。和煦
的阳光照射大地，使泥土变得柔
软，为万物生长提供能量。你看，
草绿了，花开了，种子发芽了。春
天的阳光，似一剂荷尔蒙，让慵懒
许久的万物兴奋不已。蜂飞蝶
舞、蛙唱鸟鸣，双双缱绻缠绵，演

绎 着 繁 衍 不 息 的
千古篇章。此时，
沐浴阳光的你，定
然活力四射。

春 雨 ，很 绵
柔。“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绵绵春雨，
丝密舒缓，经常悄无声息，飘然而
至。它洒向田间，落进山林，润泽
天地万物。当你行走在春雨中，不
必慌张，让雨滴落在脸上。雨滴流
至嘴边，还有些甘甜。春雷只是天
地耍的小脾气，愠怒里带着几分娇
嗔。

香，是春的特质。
在阳光下，农田吸收了太阳的

热量，氤氲着泥土的清香，赤脚踩
上去，无比柔软；一低头，淡淡的清
香涌入口鼻，似吃薄荷叶般凉爽。

在微风里，生命摇曳，洋溢着
花朵的馨香。风是春的使者。春
的气息随风飘散，弥漫至大江南
北。走在春风里，浓郁的花香扑鼻
而来，沁人心脾。尤其是麦浪里的
麦香，让人瞬间感知春天里的勃勃
生机。我的脑海中，总出现这样的
场景：细雨蒙蒙，青春少女手执花
伞婀娜移步，走进巷陌深处……看
着她远去的背影，仿佛嗅到阵阵袭
来的幽香。

美，是春的姿态。
春天美如歌。虫吟鸟鸣是春

天的天籁之音，是
自然界献给人类
的听觉盛宴。在
山林中，斑鸠的叫
声高亢清亮，是唱
响春天的浪漫情
歌；树枝上的黄鹂

上蹿下跳，不时清唱几句；八哥昂
首歌唱，像在吹口哨，婉转悠扬；其
间，不知名的鸟鸣点缀其中，就像
一种和音，恰到好处。

在田野里，虫蛙们轮番亮歌
喉，“唧唧、呱呱”，此起彼伏，节拍
分明，抑扬顿挫。在春天里，各类
虫鸟的叫声虽然频率不同，音色各
异，但是混搭在一起，宛如一首轻
音乐，既柔和又优美。

春天美如诗。古往今来，文
人墨客对春天的赞美从不吝啬，
留下了无数隽永诗章。《咏柳》《春

夜喜雨》《春晓》等诗作，把春天描
写得形象、生动。正是由于春天
有着明媚又朦胧、真实又虚幻、奔
放又婉约的美丽景致，从而令人
触景生情，产生诗一般的曼妙意
境和美好情感。徜徉在春天里，
一边欣赏美景，一边吟诵古诗，令
人心旷神怡。

春天美如画。春暖花开、草长
莺飞是春天画卷的主题。山水田
园为基调，姹紫嫣红描色彩。春天
是绘画大师的绝好素材，如我国绘
画大师郭熙的《早春图》、展子虔的

《游春图》、张大千的《杏花春雨
图》、李可染的《春雨江南图》等作
品，无不将春色描绘得惟妙惟肖、
栩栩如生。伫立画前，如身临其
境，让人遐想联翩。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
湖区卫生健康委）

品味春天
□童如珍

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是洛
阳市独立建科较早的科室，经过数十年
发展，已成为集临床、科研、教学、康复、
预防于一体的综合科室，是中国卒中学
会认证的三级卒中中心，还是红手环志
愿者单位。

目前，该院神经内科现有两个普通
病区，以及一个神经重症病区、一个康复
病区、一个神经电生理中心，配备有脑电
图室、肌电图室、TCD（经颅多普勒超声）
室等神经系统职能检查科室；诊疗范围
包括脑血管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性疾
病、癫痫、头痛、运动障碍疾病、神经变性

病、周围神经病、脊髓病、脱髓鞘疾病、神
经肌肉接头和肌肉疾病等，年均门诊量
超过 1.4 万人/次，年均出院达 3500 人/
次。

“亚专科细化，诊疗更精准！”该院神
经内科副主任石进峰说。在神经内科，
每位医生都以脑血管病为基础，另外再
选择一个亚专业，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
从而更好地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其
中，神经介入亚专业成立于2015年，能常
规开展脑血管造影术、急诊动脉取栓术、
颅内外血管成形术、颅内动脉瘤栓塞术
等；神经重症病区涵盖重症脑血管病，以

及颅内感染、格林巴利综合征、痴呆、运
动神经元病、重症肌无力等；还有癫痫亚
专业、神经电生理中心、神经康复科等，
各有专攻，共同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

目前，癫痫亚专科正在积极申报国
家二级癫痫中心；运动障碍亚专科正积
极创建“一站式”帕金森病诊疗中心；眩
晕亚专科在开设眩晕门诊的同时，和耳
鼻喉科联合，共建听力眩晕中心。神经
内科与国家级名老中医乔振纲经验传
承工作室建立师带徒关系，定期开展中
医师查房，中西医结合治疗神经系统疑
难危重症。

亚专科细化 诊疗更精准

“对于神经内科疾病患者的救治来
说，一路畅通的就医流程既是救治基础，
又是救治保障！”邢付强说。

据介绍，神经内科以卒中中心建设
为抓手，持续提升脑血管病诊疗能力。
其中，设置卒中绿色通道，利用“一键启
动”和患者手环定位跟踪功能，以及对讲
呼叫系统，实现卒中时间节点等数据和
信息的客观采集，保障各部门高效衔接
和质控工作的持续改进；通过建立专职
绿色通道医护组，可“一站式”、无障碍、
零押金、绕行住院处，为患者快速办理入
院手续；入院前完成患者信息采集和预
沟通，直接启动绿色通道，到达医院后绕
行急诊，直达CT（计算机层析成像）室，
在CT室旁设溶栓室，符合条件的患者可
以在溶栓室直接进行溶栓治疗，“先治疗

后付费”，2021年通过河南省三级卒中中
心验收。

统计结果显示，去年，神经内科完成
静脉溶栓术 300 余例、介入取栓术 80 余
例、颅内外血管成形术100余例、动脉瘤
栓塞术40余例，年手术量稳居市内三级
医院前列。

神经内科积极开展了经桡动脉脑血
管造影手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动静
脉溶栓介入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
等新技术。其中，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
手术是以桡动脉为主要通路，与经股动
脉通路相比，患者的舒适度更高，费用
较低，更能体现“以患者为中心”的理
念。自 2022 年以来，神经内科已为 100
余位患者实施了经桡动脉脑血管造影
手术。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动静脉溶

栓介入治疗，依托卒中中心，与眼科紧
密协作，“双轨并行”，“时间窗”内快速
诊疗，“时间窗”外积极探索介入动脉溶
栓治疗，三年来共为20余位患者进行了
诊疗。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在神经内
科的应用，涵盖卒中、失眠、焦虑、抑郁
等病症，自 2023 年以来，已诊疗 50 余人
次，成效明显。

与此同时，神经内科依托该院牵头
建立的城市医联体，与区域内一二级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协作关系，组
成卒中宣传救治网络，形成上下联动的
卒中患者转诊机制。根据卒中区域防治
3年规划，今年年底前，神经内科将逐步
完成覆盖区域的脑卒中防治体系建设，
基本形成科学、合理、规范的脑卒中防治
分工协作机制。

全心全意 服务更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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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我们就在你身边。”

带教查房中的邢付强

世界卒中日义诊活动

儒雅、干练、严谨、谦虚——这是我们在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见到邢付强时留下的第一印象。
身为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学科带头人的他，从业27年来，在救死扶伤的道

路上初心不改，赢得了广大患者的赞誉。在谈及去年12月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成功入选省级临
床重点培育专科的事情，邢付强说：“这是我院继拥有5个市级重点学科之后，在重点学科建设方
面取得的又一成绩。”他还用“诊疗更精准，服务更优质，患者更放心”这样三句话进行了概括。我
们的采访就从他同时兼任科主任的神经内科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