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有温度的护士
□王群星

■从医随想 ■摄影作品

生命接力

蔡润峰/摄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间已过去
13 个春秋，而我也从一个青涩、稚嫩
的小护士成长为成熟稳重的科室骨
干。支撑我一路走下来的不仅有领
导的关爱、老师的指导、家庭的温
暖，更有患者与疾病抗争的感动故
事。这些暖心的故事，像璀璨夺目
的星星，点亮了我的护理之路。

孤独的患者
那位孤独的患者，因肺部感染、

胸腔积液住院治疗。患者早年离
异，与儿子生活在一起。一个月前，
患者与儿子发生矛盾，儿子一气之
下外出打工至今未归，患者在病房
里独自流泪。

到吃饭时间了，我看见患者没
吃饭。于是，我给患者买了一份清
淡、易消化的家常菜。后来，在与患
者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知患者十分
想念儿子。随后，我查阅病历，找到
了患者儿子的联系方式，并在电话
中介绍了患者目前的情况。患者的
儿子听后，答应我安排好工作后就
来医院照顾患者。

同事们得知患者的情况后，也
纷纷送去关心。第 2 天，患者的儿
子赶到医院，在患者的病床前，父子
俩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化解了。看到
这一幕，我悄悄地离开了病房。在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感情与生俱来、
血浓于水、割舍不断，那就是亲情！

后来，患者病情好转，笑容也逐
渐多了起来。患者还喜欢串门，经
常跑到护士站来看我们在忙些什
么。2 周后，患者康复出院了。临走
时，患者握着我的手说：“感谢呼吸
科一病区全体医务人员的照顾，我
不会忘记你们的！”

倔强的退伍老兵
那位倔强的退伍老兵，患有高

血压病、冠心病、脑梗死、肾衰竭，半
年前在我们医院做过血液透析治
疗。这次，他因菌血症发热住院。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情绪烦
躁、焦虑，拒绝治疗。患者的老伴儿
总是偷偷抹眼泪，患者的儿子也很
无奈。护士长了解到患者有当兵的
经历，针对患者特殊的成长环境，运
用叙事护理的方法，多次到病房与
患者沟通。几天后，患者终于同意

配合医生进行透析治疗。
护士长为患者准备了一张特别

的荣誉证书，在大家的见证下颁发
给患者。证书上面写着：“共克时
艰，战胜病魔！”患者哽咽着，双手接
过证书，给我们敬了一个标准的军
礼。有病就有痛，关注患者由疾病
引发的心灵之痛，这就是护理的意
义：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
去安慰。

坚强的大姐
一位大姐陪丈夫住院治疗，在

进行陪护信息登记时，她的一个小
举动让我注意到她的不同。当大姐
输入她的身份证号码之后，电脑上
自动出现年龄“42 岁”，她看到后小
声嘟囔：“我还没过 42 岁的生日，应
该是41岁吧！”

后来，在交谈中，我了解到大姐
不一样的人生。大姐 20 岁结婚，孕
晚期因为腹痛早产，孩子生下来就夭
折了，后来第二胎也是如此。大姐离
婚后嫁给现在的丈夫，生了3个女儿
和 1 个儿子，小儿子已经 8 岁了。这
几年因为疫情，工作不好找，家里 4
个孩子还要上学，经济困难，就连医
保参保费今年都没交。听到这里，我
对大姐非常同情和怜惜。我紧握大
姐的双手，希望能传递给她温暖。

我很好奇，大姐这么柔弱的身躯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并且每次巡
视病房时，大姐总是乐呵呵地照顾丈
夫。我问她，这么艰难的人生道路是
怎么支撑下来的？换作是我，肯定坚
持不下来。她告诉我：“哭哭啼啼地
过一天，不如快快乐乐地过一天，有
时候，困难咬咬牙就过去了。我相信
以后会好起来的。”我被大姐深深感
动，心里默默为大姐点赞。

从那次交谈以后，我每天都去看
望大姐和她的丈夫，尽我所能地给他
们带去温暖和贴心的服务。在大姐
的精心照料下，患者的精神越来越
好，病情也逐渐好转。看着他们脸上
的笑容，我的心也跟着明媚起来。

做有温度的护士，用爱心、耐
心、精心和责任心，为患者提供优质
的护理服务，让温暖护理永不停歇。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漯河市中
心医院）

假期刚过，中国中医科学院
望京医院专家成永忠便乘坐高铁
从北京回到南阳，回到他在南阳
市中医院独山院区（南阳市骨科
医院）的工作室，继续他的医疗科
研工作。北京-南阳，南阳-北京，
两年来，他在这条铁路线上已经
往返50多次。这条铁路线就像一
根血脉，不断把北京的新理念、新
技术输送到南阳，并应用于临床，
为南阳的患者带来希望。

成永忠，主任医师，医学博
士，博士后导师，出生于河北唐
山，亲历过唐山大地震，目睹了不
少因地震造成伤残而痛不欲生的
患者，便立志学医。从医30余年，
成永忠继承老师尚天裕治疗骨折
的经验，潜心钻研，充分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运用小夹板外固定
技术治疗开放性骨折、粉碎性骨
折、内固定失效的疑难性骨折及
老年骨折等疾病，效果显著。

2022年9月，成永忠与团队来

到南阳市中医院独山院区，共建
国家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
南阳的基础条件和北京毕竟有一
定的差距，初到南阳，成永忠努力
克服技术力量薄弱、设施不完善
等困难，快速投入各项工作中。
每天早上 7 点 30 分，成永忠就到
达医院，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凌晨的手术室，经常会看到
成永忠的身影。但是，繁忙的工
作并没有干扰成永忠从医的初
心。“我们要把临床与科研相结
合，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护佑百姓
健康。”成永忠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

平时，成永忠既要研究课题、
指导疑难手术、开展学术交流活
动，又要带教基层医生和学生。
每隔一周的周末，成永忠还要回
到北京，周六上午在望京医院坐
诊，下午赶到唐山老家看望母
亲。周日，成永忠又马不停蹄地
回到南阳，因为晚上有线上会议。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为了给南阳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科研队伍，成永忠组建科研团队，
举办中国接骨学适宜技术培训
班，手把手地带教、指导基层医
生。成永忠就像塔台一样，及时
为从医者指明方向，同时也清理

“路障”，解决在科研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

高负荷的工作使成永忠休息
的时间越来越少，更别说陪伴家
人了。对此，成永忠心怀愧疚，但
是更多的是对家人的感激。“爱人
和孩子在北京，他们理解我的工
作。正是他们的支持，让我能专
注于我热爱的医疗卫生事业。孩
子去年参加高考，我虽然不能像
其他家长一样在身边照顾他，但
是我的工作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他。”成永忠说。

成永忠一心扑在工作上，到
南阳两年多了，从来没有逛过市
区的景点和商场，甚至连附近的

路名也叫不上来。去年暑假，他
的爱人和孩子专程来南阳看他，
他们也只是简单地吃一顿饭而
已。

“成教授对工作上的事儿随
叫随到。”成永忠的同事说。在工
作之余，成永忠多次带领团队不
辞辛劳深入基层，开展义诊活动，
举办培训班。“我们来义诊，不只
是看病，更重要的是和基层医院
医务人员交流经验，提升他们的
医疗技术水平。”成永忠坚信，只
有将专业、实用的诊疗技术传授
给当地医务人员，提高当地医务
人员的诊疗技术水平，才能更好
地服务群众。

近年来，成永忠瞄准医学前
沿，把疑难疾病诊治作为主攻方
向，在关键技术领域不断取得新
突破。他带领团队，在骨折复位
机器人治疗领域已研发多款产
品，并在南阳市中医院独山院区
开展了临床试验，造福广大患者，
获得无数好评。

成永忠说，南阳就是他的第
二个家，他将继续坚守医疗、教
学、科研一线，不忘初心，为国家
中医骨伤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贡献
力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南阳市
中医院）

100多张车票背后的故事
□苏伟伟

春意潜入我家
□童如珍

季节交替总是在不经意间悄
然进行。从冬天转为春天，除了立
春节气的提示，更多的是对气象与
景象变化的切身感受。

现在，我住在南方的一座城市
里，远离了乡间田野，辨认时节显
得有些呆滞。街道两旁的樟树四
季常青，不知当下是冬天还是春
天。去年，我搬到城郊的新房居
住，一楼院子里的花草树木，让我
找回了之前对季节轮回的敏感，尤
其是春天到来的时候。

那夜，南风吹个不停，穿过窗
户潜入室内，飘至我的身边。风轻
柔、温暖、湿润，没了之前的干燥与
凛冽，我知道，又是一年春来到。

清晨，在睡意蒙眬中，一阵鸟
鸣声将我唤醒。久违了的天籁之
音，婉转流丽，入耳格外亲切。我
披衣起床，临窗俯视，有两只黄鹂
在院子里的柚子树上欢叫，它们一

唱一和，似一对情侣在说着绵绵情
话。忽然，一群麻雀飞来，“叽叽喳
喳”一通交流后，散落在院内的菜
园里，不停地啄食肥绿的白菜叶。
我本想吆喝一声，又想或许它们确
实饿了，找不到其他的食物，便即
刻闭了嘴，任由它们饱餐一顿，再
尽兴离去。

天亮了，太阳升起来，院子里
红彤彤的。地上冒出的水汽袅袅
升起，如农家的炊烟，让人顿生一
股暖意。我决定到院子里走一走，
去寻找初春的足迹。院子虽然不
大（才100多平方米），但是经过我

秋冬时节的一番捯饬，种下的果蔬
如今已枝叶葳蕤，煞为养眼。这几
天，天空放晴，气温上升，白菜、胡
萝卜、香葱、菠菜等长势喜人，一派
生机盎然的景象。

我查阅资料后得知，初春时
节，可以对辣椒、玉米、黄瓜、土豆
等进行催芽育苗。我从菜市场买
来土豆种子，放在泡沫箱里，铺一
层沙土，蒙上塑料薄膜。几天后，
种子发芽，一个芽切成一块，逐个
埋入菜园中。不久，芽破土而出，
一片叶、两片叶……

至于辣椒与黄瓜的催芽，得花

一些心思。我将买来的种子浸泡
一夜后，用湿纸巾包裹，套上保鲜
袋，放入自己的内衣里贴着肚皮保
温，就像鸡孵蛋似的。我走路时也
要小心翼翼，我时而摸摸腰带是否
系紧，生怕育种袋漏进裤子里。我
隆起的肚子和怪异的举动，看上去
有点儿滑稽。

3天后，我打开纸巾，种子发芽
了。我将它们种入装有营养土的
鸡蛋蛋托里，再用泡沫箱保温，放
在前院阳光充足的地方，让其出
苗；待菜苗长大到一定程度后，再
移栽到菜园中。有了春风的吹拂，

阳光的呵护，春雨的滋润，蔬菜欣
欣向荣。

我走进菜园，萝卜、莴苣已结
出花蕾，含苞待放。满院的绿色，
氤氲着早春的气息。

院子的另一处空地，我种了一
些果树，新枝发新芽，嫩黄嫩黄的，
生机勃勃。不知何时，墙角的野草
也趁势生长，郁郁葱葱。此景，不
由得让我想起“土膏开动草芬芳，
小桃半吐柳初黄”的诗句。确实，
春天真的来了。

（作者供职于江西省鹰潭市月
湖区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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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迹湖北》犹
如一把神奇的钥匙，
为读者打开了探秘
湖北名胜古迹的大
门。作家张建伟以
亲身体验为基础，带
给我们一场精彩绝
伦的视觉盛宴。

面对祖国大好
河山，无数文人骚客
留下众多赞美的诗
篇。在湖北这片群
芳争艳的土地上，滚
滚长江水奔腾不息，
悠悠武汉情令人陶
醉，黄鹤楼、木兰山、
归元禅寺、九真山、
云雾山、东湖磨山等
景点，无不倾诉着游
览者对壮美河山的
赞美。

《寻迹湖北》既
是对作家的一种召
唤，亦是对游览者的
一种诱惑，更显其意
义非凡。《寻迹湖北》
不仅是对钟灵毓秀
湖北的细致描摹，还
是作家游览之后的
一次精神之旅，和游
览者的心迹相互映
衬，更显厚重和多彩
多姿，摇曳生辉，涤
荡在心扉山水间，盘
桓回味……

湖北占尽天时
地利人和，独领风骚
于一江春水，十里风
光皆不同。“天下第
一仙山”的武当山，

“中国小九寨”的五
龙河，“野人谷”的世
外桃源，太极峡绝壁深谷似深闺千娇百媚藏于
此，九龙瀑宛如九龙腾飞，山水画廊龙潭河，精
彩纷呈似梦幻仙境惹人醉。

《寻迹湖北》精心挑选50多个著名景点，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涵盖了人文、传说、典故、景
色等方面；同时，书中配有精美图片，文字与图
片相映涉趣，互文见义，极大扩展了行文的意
蕴内涵。游目骋怀，壮怀激烈，一派景色如在
眼前，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都不
同”。该书的文字优美且深情，无论是山峦、水
流还是人文气息，都被作者描绘得淋漓尽致，
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这里是荆楚文化发祥地，人杰地灵，孕育
了灿烂文明，留下无数传说故事，千百年来仍
然感人至深。黄鹤楼的千古名句，伯牙子期的
知音佳话，曾侯乙编钟的空灵回响……都是湖
北文化深厚底蕴的体现。在九真山，高山流水
在耳边回荡，余音绕梁。山林静谧，微风轻拂
树叶，沙沙作响，似在为这乐章开场。阳光透
过枝叶洒下，斑驳光影如同音符在地上跳跃。
潺潺溪流从山间穿过，那清脆的流水声，就像
子期初闻伯牙琴音时的灵动之响，纯净而美
妙。远处山峦起伏，像这场盛大音乐的听众，
沉默而庄重。

《寻迹湖北》揭开了湖北的神秘面纱，让我
们领略神农、三国、武当、三峡等文化的独特魅
力。楚汉遗韵灵秀地，演绎荆门无尽的风流；
桃花鳜鱼流水，阅尽黄石田园风情；在随州神
农故里，探寻华夏始祖，感受“楚北天空第一
峰”大洪山；在黄冈东坡赤壁，领略大江东去浪
淘尽的英雄豪气；去恩施州，畅游“神州第一
漂”……

辽阔壮美的湖北，处处皆美景。正如我
们会陶醉在欧阳修对山水之乐的描绘之中，
湖北的山水同样让我们沉醉入迷，而且这种
震撼和冲击，让你耳目一新、心生眷恋。《寻迹
湖北》带着我们行走在荆楚大地上，让身处闹
市的我们去寻找心灵栖息地，领略湖北人文
历史、山水风景之无穷魅力，感受它的楚楚动
人。

（作者供职于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