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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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国复兴有我·医者岁月”
主题征文启事

秋天是多变的，既有“秋老虎”
之称，又有“立了秋，凉飕飕”之说，
至少“一场秋雨一场寒”，是毫无疑
问的。

三伏天的雨，瞬间即来，又瞬
间即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这
时的雨来势凶猛，眨眼间天空“波
诡云谲”，一会儿又“黑云压城”，紧
接着，雨点从黑云中涌出砸向大
地，大地刚得到雨点的警报，却马
上受到瓢泼似的洗礼。

我站在办公室透过窗户望去，
在雨中奔跑的人迅速找到避雨之
地；不愿意快速奔跑的是有伞的
人，他们拿出雨伞，让雨伞优美地
画出弧线后到达头顶；还有不惧风
雨的快递小哥，穿着雨衣行驶在
街道上。雨突然停了，几乎没有过
渡，只留下地面上“势如破竹”的雨
水流向低洼处。我不禁想起苏东
坡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
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
如天。”

然而，秋雨是淅淅沥沥的，比
春雨多了一点儿氤氲。秋雨虽然
小，但是仍有夏天大雨滂沱时的雨雾，有一种云蒸霞蔚
般的美。秋雨是惹人喜欢的，雨水拍打着脸是清爽的。
秋雨敲打下的树叶飘落，经过你的眼前，你会想：“叶子
拒绝风的抉择，在空中飘转落到地面，那凄美的弧线不
是风的追求，而是树的不挽留吧？”其实，树叶飘落不是
树的残酷，而是“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该去的总是要去
的”自然规律使然。

随着秋意的加深，这时候要闪亮登场的，无疑是医
院大门进来后右手边的一排银杏树。那一排银杏树有
碗口粗细，大约五六棵，挺立的躯干直插天空，犹如茅盾

《白杨礼赞》中说的“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哪怕只
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银杏树在春夏风
景中，容易被路人忽略，只有到了深秋时节，它的美才被
路人驻足观赏。有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
扬州。”而我要说：“深秋的医院景色，二分无赖是银杏。”

银杏叶逐渐泛黄，在秋风的吹拂下婆娑婀娜，在阳
光照耀下发出金黄色的光芒。有些银杏叶“淘气”地离
开树枝，宛如一把把降落伞滑向大地，又像一只只黄色
的蝴蝶，惹得小朋友们追逐打闹起来。阵阵寒意袭来，
有的银杏叶从金黄色向红色转变，有的路人感叹道：“这
么美的风景，就不用去别的景点看红叶了。”随之而来的
是地上的落叶逐渐加厚，地面像铺了一层地毯。银杏叶
的颜色之所以变化多端、五彩缤纷，是因为叶片含有叶
绿素、叶黄素、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等。银杏叶在不同季
节，受光线和温度影响，表现出五彩斑斓的景象。

要说秋之韵，还少不了一种植物，那就是桂树。当
你上下班匆忙的脚步被什么东西所“羁绊”的时候，你略
一思考，就能发现那是桂花香。桂花的芳香出卖了它的
存在，你的嗅觉告诉了你的判断。追寻着你的嗅觉，你
也许发现，在眼科楼东侧有一棵桂树，在消毒供应中心
前面也有一棵桂树。两棵桂树都叶茂花繁，几乎看不到
树干。

关于桂花的美，我想到诗人王维写的：“人闲桂花
落，夜静春山空。”更有想象力的是宋朝杨万里写的《咏
桂》：“不是人间种，移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
开。”

少年不知“香”滋味，记得上高一时，妈妈给我买了
一瓶桂花露润肤霜，让我每天早上洗过脸后抹一点儿。
到教室后，同学们纷纷扭头观望，我还以为是自己回头
率之高而窃喜，不料有一位同学忍不住向我说，大家忍
受不了一名男同学用如此浓香型的润肤霜。放学后，我
赶紧把桂花露润肤霜束之高阁，不再问津。我现在想起
来这件事，还觉得甚是有趣。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
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天是美好的，人们愿意生活
在美的事物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午后碧空如洗的蓝
天，枝头欢呼跳跃的鸟儿；下班后，从喧嚣归于宁静的食
堂，落日余晖映衬下的眼科楼，斑驳疏离灯光下打太极
拳的老人，夜深人静时还在写病历的医务人员，半夜在
医院巡逻的安保人员，甚至急诊科橱窗中透露出的永远
光亮的灯光，都是医院的美好。让我们随身“携带”这份
美好，为人民的健康生活贡献力量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凌晨1点多，感染一科的赵
清霞主任正准备休息一会儿，忽
然，窗外狂风大作，猛烈地拍打
着门窗，病房里的灯陆续被打
开。正在沉睡中的患者被惊醒，
安静的病区瞬间嘈杂起来。

此时，赵清霞主任最担心22
床的胡女士和 36 床的患儿小
路。赵清霞主任一边安排护士
查房，一边快步赶到22床。胡女
士正蜷缩在病床上不知所措，看
到赵清霞主任进来后，紧张的情
绪逐渐缓解下来。36床的小路，
今天在姥爷陪护下没有哭闹。
看到他们情绪稳定，赵清霞主任

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也放了下
来。

胡女士以前因为输血感染
艾滋病病毒，对艾滋病的恐惧和
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导致她精神
压力一直很大。3 年前，她瞒着
家人私自停药，同村的几个病友
也选择放弃治疗。有些患者是
嫌丢人，有些患者是怕花钱，还
有些患者是对治疗没信心。

那天，赵清霞主任带着艾滋
病质量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驱
车200公里到村里找人。他们在
麦田、在村口、在树下，做依从性
教育和激励性开导，最终说服了

6 位患者，胡女士就是其中一
位。因为胡女士情绪敏感，容易
受到别人影响，所以赵清霞主任
尤其关注胡女士的状态。多年
来，在赵清霞主任的鼓励和关
爱中，胡女士一直积极配合治
疗。

这次住院，对于胡女士来说
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她的精神变
得更糟糕了。胡女士经常半夜
醒来，独自靠在楼梯口发呆，或
者在房间内崩溃大哭，整日胡思
乱想。虽然经过专科医生开导，
胡女士的情绪暂时稳定，但是明
显有了抑郁症的征兆，这是赵清

霞主任放心不下胡女士的原因。
36 床的患儿小路是一位 5

岁的漂亮女孩儿，由于母婴传播
成为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小路的母亲不知道自己感染艾
滋病病毒，直到小路出生后才发
现，确诊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让
她的家变得支离破碎，而小路也
错过了最佳阻断时机。

小路的母亲抱着小路爬上
22层楼的天台，因为村里没有这
么高的楼房，所以那天小路在天
台玩得很开心，她蹦着、跳着，欢
快地转着圈。最后一刻，小路的
母亲拨通了赵清霞主任的电话，

她问：“我们还有救吗？”随后，赵
清霞主任赶到天台把她们劝了
下来。在这个22层楼的天台上，
赵清霞主任和小路拉钩，说一定
要看着小路健康长大。

医者仁心，医技上的卓越，
研究中的突破，固然是医务人员
踔厉拼搏取得的硕果，但是顽固
的病魔、现实的困境，使患者一
旦遇到刺激，就极有可能快速摧
毁那残余的坚持和希望。有些
患者或许会问一问：我还有救
吗？有些患者或许连问的勇气
都没有。小路和她的妈妈很幸
运，及时得到了赵清霞主任的回
复。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是我
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近年
来，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未来，我们将继续坚
持以人为本，尊重生命，不抛弃、
不放弃每一位患者。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
第六人民医院）

说好不放弃
□常 冰

我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
也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我1976年出生，在农村度过
了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时候，我
经常看爷爷为村民看病，他那专
注的神情、亲切的笑容，还有胸
有成竹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种下
了一颗从医的种子。

儿时，我听爷爷讲解中医渊
源和中医药知识；少年时，我读
中医药书籍，背《药性赋》《汤头
歌诀》；考入医学院校后，我学习
西医学知识，做到中西医结合。
在这些年的学习生涯中，爷爷对

我的教导就像一盏明灯，帮我照
亮前行的道路。爷爷说学医一
定要知道感恩，将来要为乡亲们
做贡献。

从医学院校毕业后，我毅然
决然地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村
医生。起初，我的工作中充满困
难和挑战，虽然村子里的医疗条
件简陋，药品和设备有限，村民
们的健康意识也比较淡薄，但是
我知道只有实干才能有所作为，
只有不怕困难才能取得成功。

这些年，我走遍了乡村的泥
泞小路，完善村民们的健康档

案，了解村民们的健康情况，坚
持开展体检、健康教育、传染病
预防等公益活动。

乡村医生，是村民健康的守
护者，是乡村的希望之光。有一
天深夜，我接到一个紧急电话，
村子里一位老人突发疾病。我
拿起药箱，奔向患者家。虽然外
面风雨交加，但是我心中只有一
个念头，就是尽快赶到患者身
边。当我浑身湿透地出现在患
者家中时，患者家属那感激的眼
神，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在日常工作中，我认真对待

每一位患者，仔细询问病情，进
行详细检查，制定合理的治疗方
案。我为患者选择价格便宜、疗
效好的药品，尽量减轻他们的经
济负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
医术越来越好，村民们对我的信
任度也越来越高。我不仅能够
治疗常见疾病，还能够处理一些
疑难杂症，引来周边县市甚至外
省患者前来就医。

除了为村民们的健康奔波，
在空闲之余，我坚持参加各种培
训和学术交流活动，学习最新的
医学知识和技术，从中专到本

科，从乡村医生到执业医师，一
步步地向上攀登。另外，我还购
买了一些医学书籍，不断充实自
己，总结经验，目的是为村民们
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转眼间，20 多年过去了，我
在乡村医生这个岗位上见证了
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看到了
村民们不断提高的健康意识。
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因为
自己的努力和付出，为家乡人民
带来了健康和希望。

这么多年，我从未后悔自己
的选择。虽然这里没有大城市
繁华和优越条件，但是我收获了
村民们的信任和尊重。我为农
村卫生事业贡献力量而感到自
豪。我相信，只要我坚守在这
里，就一定能为村民们带来更多
的健康和希望。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舞钢市
枣林镇张桥村卫生室，本文由舞
钢市卫生健康委段泓涛整理）

爱在乡邻间
□赵红永

九九重阳，天高云淡。登高，
既是重阳节的习俗，又是户外活动
的较佳方式。登高的好处，除了可
以锻炼身体外，更主要的是可以欣
赏美丽的风景，放飞心灵，颐养情
志。

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登高
时吟诗作赋、泼墨染画，以抒情
怀。“诗圣”杜甫的一首《登高》，通
过远眺与俯瞰秋天的景色，以风
急、猿啸、落木渲染悲秋之情，并以

此诉说自己穷困潦倒、年老多病、
流寓他乡的悲苦。杜甫虽然表达
的是悲凉与愁苦，但是实际上他正
是通过登高，面对萧萧落木和滚滚
长江，使自己的负面情绪得以疏
解，心怀得以释然。画家张大千的

《重阳登高图》，画面简捷明了，色
泽浓淡相宜，登高者翘首仰望对面
的高山，若有所思，一种空灵静谧
之美跃然纸上。题诗：“书来为说
济南事，苦忆关家兄弟贤。正是鹊

华好秋色，明湖听曲更何年？”表达
了张大千对好友的思念之情。

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
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
萸少一人。”更是将思乡之情描写
得淋漓尽致，成为千古名句。这些
诗和画皆是作者登高望远时触景
生情的作品，是作者内心深处情绪
的一种宣泄。

如今的我们，恰逢好时代，生

活富足，衣食无忧。发达的通信设
备，使我们只需要动动手指，便可
以与亲友视频通话，无须借登高来
寄托想念之情。登高，成了人们享
受美好生活的一种雅趣，没有愁
绪，只有浪漫与快乐。

重阳节，可以登“三山五岳”，
体验黄山、庐山与雁荡山的独特景
致，领略泰山、华山、衡山、嵩山及
恒山的奇妙韵味。站在高山之上，
蓦然腾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的视觉冲击，阵阵凉风吹来，使
疲惫瞬间弥散，身心无比轻松。倘
若去拉萨，登上布达拉宫，则好似
行走在天宫，头顶的云丝仿佛伸手
可摘，寺内梵音缭绕、禅语低吟。
此刻，或许你已然忘却自我，心灵
与天空一样洁净。当然，去北京登
长城，到张北草原天路上驱车驰
骋，在江西武功山上扎帐露宿，都
会有一番别样的感受。

不过，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
近郊登山。虽然山不高，但是秋色
绚烂。到了山顶，豁然开朗，狗尾
草团团簇簇，随风摇曳，让人心底
安然宁静。放眼望去，沃野茫茫，
稻粟熟了，一片黄澄澄，让人赏心
悦目。小溪袅袅娜娜，像灵动的
蛇，闪着银光向远方游去。面对多
彩的秋色，愉悦之感油然而生。登
高望远，使人眼明志高，心绪通达。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
湖区卫生健康委）

重阳秋深宜登高
□童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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