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是什么样子？我想是
与时间赛跑，是手握生命之轻，
是负生命之重，是救死扶伤，是
热泪盈眶，是无私无畏，是无愧
光辉的样子！今天，我们走进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一起见证
用心救心的故事。

心血管疾病是威胁人类生
命健康的“第一杀手”。这里，是
人类与心血管疾病战斗的前
线。2000年以前，河南省数百万
患者只能依靠药物延缓疾病进
展。1996年，高传玉被派往澳大
利亚学习冠心病介入治疗技
术。1999年底，高传玉回国，成
功实施河南省第一例冠状动脉
支架植入术。从此，河南心血管
疾病治疗水平快速发展，不断刷
新纪录，成功迈入全国“第一方

阵”。
高传玉是河南冠脉介入手

术“第一人”，其完成的各类心脏
手术已超1.2万例。虽然介入手
术技术越发成熟，但是他所面对
的现实远比手术更令人揪心。

21世纪初，许多贫困地区的
患者因无力承担手术费用，不得
不在病痛中持续等待。高传玉
率先改良技术，先后获发明专利
14项，服务患者、造福百姓。虽

然他以擅长解决患者的心脏问
题而闻名，但是其实他更擅长的
是解开患者的心结。

爱心、贴心、真心、决心，心
与 心 的 距 离 从 未 如 此 接 近 。
2017 年 12 月 16 日，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开诊惠民，国家心血
管病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驶入“快
车道”，于2020年被正式列入全
国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
单位，现已逐步成为心血管医学

权威高地和建设健康河南的“排
头兵”。

作为团队带头人，高传玉的
目标不只是做好每一台手术，更
重要的工作是管理团队和培养
人才。高传玉搭建河南省网络
教育学院，为全省 83 家基层医
院提供会诊帮助。河南心血管
联盟、河南省胸痛中心联盟相继
成立，覆盖118家基层医疗卫生
单位，惠及全省超过 80%的人

口。
2019年，“健康中国行动”正

式发布，河南省已建成了覆盖全
省的心血管疾病救治网络。健
康河南建设，迈向新征程！

这不仅是一个医生与疾病
抗争、守护1亿人心脏健康的故
事，还是一个百年政党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壮阔
史诗。

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关键时期，一代代医务工
作者，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人民，
与时代同频，和祖国共振。健康
所系，性命相托，薪火相传，不忘
初心，永远跟党走，建功新时代，
奋斗新征程！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阜外华
中心血管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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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随想

读书是一件重要的事
□任怀江 文/图

读书不仅是一件“苦事”，还
是一件重要的事。读书是考验一
个人的毅力和品质的标尺，只有
下苦功、勤于钻研，才能读好书，
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才，为国家做
贡献。

然而，现在走进地铁等公共
场所，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人们对
高科技数码产品爱不释手：或在
超大屏幕的手机上“运指如飞”，
或在平板电脑和影音播放器上听
音乐、看电视剧，或通过掌上游戏
机同他人“对战”。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读书的人寥寥无几。

单位每天都送很多报刊到科
室，经常次日又原封不动地搁置
到废纸架上。现在，不少人变得
越来越不爱读书。

清代学者王永彬在《围炉夜
话》中说：“家纵贫寒，也须留读
书种子。”读书，不仅能增长知
识，还能使人明事理、辨是非。
唐朝名臣颜真卿《劝学诗》：“三
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
首方悔读书迟。”古人对
此非常看重，许多贫寒家
庭，也尽力让自己的后代
坚持读书。也有许多家
庭，为了延续家族书香之
气而鞭策后代读书。自
古至今，许多身处贫寒之
境者，给后人留下了不少
著作及佳话。“悬梁刺股”

“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等刻苦
读书的故事，不断激励着后人。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对于人
类文明传承发展、文明交流互鉴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圣贤之
礼、君子之义，给人以指引，启发
人的心智。读书，还能给家庭带
来重视知识、重视文化的风气。
书籍中承载着朝代兴衰、人际浮
沉的经验和教训，给人以借鉴，
使人少走弯路。

网上流传着一张照片。照片
的背景，是被狂轰滥炸后的一座

图书馆，主要人物是 3 名戴礼帽
的男子。1940年10月22日，英国
伦敦的“荷兰屋图书馆”被德军空
袭，几乎被炸成废墟，然而3名男
子却头戴礼帽、脚踩断梁，流连其
中，静静地翻阅书籍。这 3 名读
书人，向我们展示了某种信念的
存在。安之若素的背后，是文明
倔强的灵魂和骄傲的背影。那种
从容，彰显了必胜的信念。人的
肉体可以被消灭，但是精神不会
被打败。

1938年，中国北部沦陷，“西
南联大”建立在昆明城外西北角

荒地上。战争毁灭了多
少生命和梦想，无数中国
人却没有泯灭梦想。炮
火里的“西南联大”，有世
界知名的学者，并培养了
许多影响中国乃至世界
的学者。他们培植希望
的种子，战后移植到废墟
上。这是读书的力量。

在黑夜里，文明的光
芒和读书人的操守散发出恒久不
息的光芒，他们是指向未来的灯
塔。

因为读书如此重要，所以世
界上许多国家均以立法形式推进
全民读书，保障人民阅读能力的
提高和积累，如美国有《卓越阅读
法案》和《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
案》、日本有《关于推进儿童读书
活动的法律》、韩国有《图书馆及
读书振兴法》、俄罗斯有《民族阅
读大纲》等。

在我国，全民阅读相关立法
工作也在扎实推进。2017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法》正式施行，其中明确提
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公
共文化设施，促进优秀公共文化
产品的提供和传播，支持开展全
民阅读。2018年1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正式施行，
其中明确了公共图书馆在推广全
民阅读、开展阅读指导等方面的
职责。这两部法律确立了全民阅
读的法律地位，体现了我国对全
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的高度重
视。

由此可见，在这个时代，读书
是一件重要的事。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温县人
民医院）

摄影作品

用心救“心”
□郝 琛

点亮光 照亮光明的路

王瑞峰是我国最早提出使
用玻璃体切除术联合空气注入
术治疗视网膜脱离的眼科专
家。早些年，视网膜脱离患者的
手术方案复杂，术后一个月还需
要进行二次手术，对患者造成的
身心创伤非常大，并且高额的医
疗费用使无数患者望而却步。
王瑞峰非常着急，每个深夜，他
办公室的灯都亮着，夜以继日攻
克难题。

终于，在 2019 年 6 月，王瑞
峰迎来了新的突破，实施河南省
首例“玻璃体切除联合空气填充
术”治疗“孔源性视网膜脱离”。
患者一周后恢复正常生活，免于
受二次手术的伤害，降低耗材及
住院费用，原来需要坚持俯卧位
一个月，现在仅仅需要坚持俯卧
位一周。

手术形式的改变，给无数患
者带来了光明。3 万台成功手

术的背后，给无数患者带来了命
运的改变。王瑞峰点亮的光，从
此照亮着需要光明的人。

成为光 点亮心里的灯

每治好一位患者，就是给一
个家庭带来希望；每帮助一个困
难家庭，就是给社会带来一束温
暖、善意的光。这样的事情，每
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

西藏的史女士，视网膜脱
落，眼底出血，近乎失明。她到
多家知名医院就诊，都被婉拒
了。终于，在家属的陪同下，史
女士找到王瑞峰，就像握住了救

命稻草一般。前几次的看病经
历，使史女士用光全部积蓄，王
瑞峰为史女士垫付住院费，还把
自己的饭卡给史女士。考虑到
史女士没钱回家，王瑞峰还将当
月工资悄悄地塞到了史女士的
兜里。

时隔半年，史女士一家再次
从西藏来到郑州。她拉住王瑞
峰的手说：“如果没有您，我这辈
子都要在黑暗中度过了。”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和谐
的医患关系是：最近的时候，是
眼中有你；最远的时候，是心中
有你。心中装着彼此的人，就

会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
起。

追随光 点燃闪耀的火

王瑞峰先后获得“中原健
康好卫士”“郑州市人民健康好
卫士”等荣誉。他还带动周围
的医务人员，成了新的“发光
体”。

每一种青春，让飞驰边疆的
人生有光。在王瑞峰的影响下，
眼科医疗队一批批赴新疆哈密、
西藏山南进行援助。赵宏、张五
岳、王骞、袁军、丁相奇、潘俊辉、
申战省等医生披挂出征，为上万

名患者带去希望。
每一次奉献，让走出国门的

脚下有光。冀鹏飞作为中国援
赞比亚第 24 批医疗队员，为当
地一名艾滋病合并糖尿病视网
膜病变的患者进行治疗。

每一分成绩，让大国担当的
风采有光。王瑞峰团队现已发
展为 320 人、10 个病区、16 个亚
专业，每年使全国各地近 50 万
患者重获光明。以袁军为首席
专家的援厄立特里亚“光明行”
医疗队，在24天内，完成复明手
术508例，手术患者最大年龄92
岁，最小年龄才3岁。我们用实
际行动助力“一带一路”建设，彰
显大国担当。

路在脚下，心中有火，眼里
有光。生逢其时，我们深感自
豪，汲取榜样的奋进力量，努力
成为一道光，勇担健康使命，铸
就时代新功。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
第二人民医院）

成为一道光
□邹启蒙

几何人生

朱忱飞/摄

八月的风，带着热情，轻轻吹过窗棂，
也吹动了我的心弦。随着初秋的微风，我
的思绪回到了那些年关于医生的记忆。

初期体验——冰冷

记得小时候，医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是
冷冰冰的。他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严
肃的表情让我备感紧张。每次生病去医
院，刺鼻的消毒水味、冰凉的医疗器械，都
让我非常害怕。我抓着妈妈的手，不愿意
靠近医生，生怕被医生“扎针”。

记得有一次，我突发高热，全身无力，
头都抬不起来。妈妈带我去医院，医生的
眼神和口罩下模糊的表情，让我感到更加
恐惧。还有一次，我因为顽皮磕破额头，所
以到医院缝针。因为疼痛与害怕，所以我
极力反抗。医生吼道：“你们都站着干吗？
快按住她的手！”这种经历，让我对医生充
满了畏惧。

认知转变——守护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意识到，医生
不只是童年记忆中那个冷冰冰的形象，他
们背后隐藏着不懈的努力和对生命的敬
畏。那些冷冰冰的仪器和严肃的表情，实
际上是医生对生命的珍视和责任感的体
现。

每一次诊断，每一台手术，医生都如履
薄冰，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手中握着的是一
个鲜活的生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医生
不仅是治病救人的专家，还是生命的守护
者。在无数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为保障患
者生命安全，医生愿意付出一切。

那年，我陪妈妈在医院照顾住院的姥
姥时，看见一位刚下手术台的医生，虽然他
疲惫不堪，但是坚持走过来指导姥姥做康
复训练，还耐心地向妈妈讲解康复注意事
项。正当他准备稍做休息时，另一位患者家属急切地呼唤他：“医
生，快来看看，我的父亲摔倒了！”他毫不犹豫地投入下一场“战
斗”中，始终保持对患者的高度专注和关怀。那一刻，我明白了，
医生不仅是医学领域的专家，还是生命的守护者。医生的付出，
源自对生命的深刻敬畏和对患者的真诚关爱。

医者仁心——榜样

如今，作为一名护士，我有幸与医生并肩作战，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医生的伟大。我亲眼看到了医生为挽救患者生命所付出的
辛劳和牺牲。尤其是在肿瘤外科，医生承担着更为沉重的责任。

有些患者常常抱怨白天见不到医生的身影，只是他们不知
道，白天医生都在手术室。每一台手术，对医生而言都是一次与
死神的较量。这不仅需要医生不断学习、积累专业知识，还需要
无数个休息日的操作练习。

我常听护士长说：“不要小看任何一位医生，他们在学校时都
是‘一顶一’的学霸。”一位科室主任的口头禅是“外科医生的前半
夜属于家人，后半夜属于医院”。外科医生常常同时管理几十位
患者，并对每一位患者的病情了如指掌。他们没有超能力，只有
对专业的专注和对生命的敬畏。

只要患者需要，医生就会随时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记得那天
晚上，一个远房亲戚突然腹痛呕血，打电话向我求助。我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给科室主任打电话，没想到他立刻判断患者病情危
急，需要马上安排手术，那时已是21时许。无论多晚，只要患者
需要，医生都会争分夺秒地进行抢救。

几个小时的手术后，科室主任对患者家属说：“还好来得及
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患者家属含着泪水，紧握医生的手说：

“谢谢你们，是你们救了我爸爸！”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医生
的付出不仅是职业要求，还是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他们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什么是责任与担当，他们的无私奉献让人敬佩。

薪火相传——梦想

今年暑期，医院举办了“暑期急救小课堂”和“小小志愿者”活
动。我的孩子耳濡目染，对医学有了一定的了解，也积极参与医
院的各类活动。参加了为期5天的活动后，孩子对医生的看法也
发生了变化，感慨地对我说：“妈妈，医生真了不起，什么都知道。”
在孩子眼中，医生已成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的榜
样，也成为她努力奋斗的目标。

听了孩子的话，我心中涌动着无比的感动和欣慰。我知道，
学医之路并不容易，但是我更清楚，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意味着
需要承载更多的责任与使命。我鼓励孩子勇敢追梦，努力学习，
并以德才兼备的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她能将这份敬意和梦想
延续下去，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深知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每一次的
救治，每一刻的守护，都是在与时间赛跑、与生命对话。愿我能激
励孩子勇敢追梦，传承和发扬医者仁心的精神。愿我们共同守护
生命的尊严，不负这份伟大的使命！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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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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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