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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二 己亥年七月二十

河南4名医生获评“白求恩式好医生”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

尹沅沅）8 月 16~18 日，2019 年“中国
医师节”庆祝大会暨第三届中国医学
人文大会在北京举行。在会上，河南
4 名医生获评“白求恩式好医生”，10
名医生获评“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
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卫生人
才队伍蓬勃发展，现有注册医师360.7
万人，乡村医生138万人，他们长年如
一日践行全心全意护佑人民健康的
初心和使命。2018年，全国总诊疗人
次达到 83 亿。此次大会由白求恩精
神研究会、中国医师协会主办，除“白
求恩式好医生”外，还评选出了“人文
爱心医院”“人文爱心科室”和“白求

恩式好医生”提名奖，旨在大力弘扬
白求恩精神，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见
贤思齐，争做先锋，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

经过严格推荐和遴选，全国共有
272 名医师在此次大会上脱颖而出，
获评“白求恩式好医生”及“白求恩式
好医生”提名奖。其中，河南省人民
医院主任医师邵凤民，焦作市马村区
人民医院主治医师赵飞琴，三门峡市
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仵民宪，河
南大学附属南石医院副院长、烧伤整
形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李天宇获评

“白求恩式好医生”；平顶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谷广锋，永城
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曹丽，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主任、主任医师
张卫，焦作市妇幼保健院主任医师吕
玉珍，邓州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科主
任、主治医师安兆全，郑州大学附属
郑州中心医院创伤救治中心主任、主
任医师刘寒松，商丘市第五人民医院
皮肤科主任、主治医师邓娟，内乡县
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江
红政，新郑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沈萍，浚县人民医院显
微外科主任、主治医师吴晓音获得

“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奖。
自该项活动启动以来，河南省共

有 8 名医师被评为“白求恩式好医
生”，12 名医师获得“白求恩式好医
生”提名奖。

医师节，
请听我说……

我是河南省人民医院胃肠外科
医师，能够作为一批又一批援疆医
生代表，在这样一个盛会上发言，我
的内心既激动又感到荣幸。

这激动，和我多年前第一次踏
上新疆哈密的土地，为那里的牧
民、少数民族群众送医送药时一
样。

2014 年，我和许多医疗同行一
起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名参与援
疆工作，带着河南人民的嘱托和家
人的叮咛，积极投身到受援地的卫
生健康事业中去，在祖国的边陲践
行着一个医者的初心和使命。

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攻克医学

上的难题，每一位援疆医生就是一
个河南医生的代表，在缺医少药的
哈密利用自身所学，帮助受援地医
院和当地医生。

每到一处，援疆医生们针对实
际情况，把优质的医疗资源带到基
层，在开展日常诊疗的同时，积极地
帮助当地医院开展新技术、新业务，
为当地群众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医
疗服务。

我们还会利用教学查房、专题
讲座、专业技能培训等多种形式，把
先进的治疗理念传播给当地医生，
整体提高他们的治疗水平，大大降
低了当地患者的异地转诊率。如

今，在哈密，一批又一批的河南援疆
医生用高超的技术填补了当地的多
项医疗空白，连续救治了多例急危
重症患者，推动当地医疗水平快速
提升。

在做好医疗援疆工作的同时，
每一位援疆医生还积极投身到健康
扶贫、民族团结一家亲等活动中。
在哈密，我们不仅仅是医者，还是民
族团结的使者，我们用自己的微薄
之力为各民族团结互信、祖国的祥
和安定贡献力量。

一次援疆行，一世援疆情。相
信每一位参与过医疗援疆工作的同
行们，都会同我一样对那片土地有

眷恋，对医者仁心有更加深刻的理
解。

在中国医师节这样一个医生自
己的节日里，我十分荣幸地代表河
南医生、代表家乡人民，对仍然坚守
在援疆一线的医生同行们道一声：
节日快乐。

在这里，我也想号召更多的同
行加入我们援疆医生的队伍，用
自身所学投身边疆，践行医学誓
言中“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为
实 施 健 康 中 国 战 略 汇 聚 磅 礴 之
力！

（本报记者刘旸整理）

我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是中国援赞比亚第十八批医疗队队
长，2016年4月至2017年5月在赞比
亚执行援非医疗任务一年。

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当祖国
需要时好儿女志在四方。2015 年的
一个下午，接到时任院长阚全程的电
话，说需要我去参加援非医疗队。大
约有一秒钟的停顿，我便在电话里果
敢地说了两个字“可以”。一秒钟，其
实很短，来不及思考去非洲的艰难险
阻，来不及思考自己离开后谁来照顾
年迈的父母，也没时间来思考自己离
开一年时间爱人的孤单落寞，更没有
时间想如何给孩子解释不能参加他
大学毕业典礼。一秒钟决定了一个

“大事情”，这个力量就来自作为一名
医生的责任和担当。

2016 年 4 月 28 日，我们整装待
发。作为队长，我心里默默地谋划：

“28个队员，在遥远的非洲生活一年，
我一定要把他们的生活调剂得有滋
有味，把援外医疗工作组织得丰富多
彩。”

脑子里想着事，心里装着事，手
中干着事，努力干成事。就在我们到
达赞比亚的第一天，凌晨2时，一位华
人不幸遭遇车祸。来不及调整时差，
我们立即组织创伤、骨科、神经外科
几位专家冒着刺骨寒风奔赴医院，忙
完时天已微亮。这一年就是在这种
情况下不知道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幸
福是奋斗出来的！经过这一年的奋
斗，我们共为当地诊治患者 1.2 万余
人次，手术 1500 余台，麻醉 1800 余
台，抢救危重患者200人次，开展新技
术、新业务36项，培训当地医务人员
300 余人。为赞比亚华侨服务 2000
余人次。深入赞比亚乡村社区、中资
企业巡回义诊30余次，把中国医生的
精湛技术和医者大爱播撒到赞比亚
的每个角落。

这一年，我们还建立了第一个中
赞远程会诊中心，连接赞比亚较大的
4家医院，开展了远程疑难病例会诊、
手术演示以及远程新技术培训等业
务。由我们医院牵头建设的中赞腔

镜中心，将最先进的微创诊疗理念和
治疗手段带到了非洲，被赞比亚卫生
部部长誉为与国外合作的成功典范。

援非一年，我们每个队员都在努
力地为非洲人民的健康挥洒着汗
水。“赞比亚五一劳动奖章”“中赞健
康大使奖”“中国最美援外医疗队”

“感动中原十大人物唯一集体”“河南
省五一劳动奖状”，这一串串荣誉接
踵而至，是对我们工作的充分肯定。
只要我们努力了，工作一定能够出成
绩。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明天会
更好。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光荣的
职业，我们就应该无怨无悔。

（本报记者常娟整理）

我是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医师。在十几年的临床工作中，我见证
了河南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辉
煌成就。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了老
百姓对中医的强烈需求。

我的门诊每天都有看不完的病人，
不得不以限号的形式来维持就诊秩序与
环境。

面对越来越多的病人，我感受到越
来越大的压力。但是不管业务有多忙，
我都会挤时间学习，不断提高自己，期望
更多的病人能够在我这里得到救治。

中医药事业虽然在近些年取得不小
的发展，但仍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我在
从事临床工作的同时，不断地扪心自问：
到底什么是中医？中医的思维是什么？
中医自身的规律和路径是什么？中医的
研究方法是什么？怎样才能不断地提高
临床疗效？通过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研
究，我发现上述问题的答案都在儒、道与
中医经典之中。中医离开了传统文化，
就会失去自己赖以滋养的土壤。

中医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该遵循
中医原创思维意识，坚持深入学习传统
文化和中医经典理论。只有用中医思维
方法去认识与治疗疾病，指导研究与应
用，才能真正地解决临床中的问题，发挥
中医应有的效用。不管是中医还是西

医，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研究方法，
按照自己的路走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与
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按习近平总书记
要求的那样坚持文化自信，把中医继承
好、发展好、利用好。

毫无疑问，中医是我国特有的优势
和战略资源，不仅具有医疗价值和经济
价值，还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因此，中
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16年国务院发布《中医药发展战
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省政府随
之出台《河南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
确定了工作重点，为中医药事业健康发
展指明了方向，这预示着中医药的春天
正在到来。

人民群众需要中医药，医疗卫生工
作需要中医药，而中医的传承与发展离
不开自身规律，也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正
确引导与支持。作为一个中医人，只有
不忘初心，秉承“大医精诚”的祖训，不
断地勤奋学习，遵循传统文化与中医思
维的规律，才能推动祖国医学更好发
展。让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享受
到中国文化、中国医学所带来的福祉，
这是我们每个中医人所肩负的历史使
命。

（本报记者杨冬冬整理）

我是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
乡村医生。从业52年来，我的身份从
赤脚医生变成乡村医生。身份变了，
但我的职责和使命不变，那就是一辈
子当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

1967年，17岁的我背起药箱，开
始为乡亲们防病治病。从那时起，我
给自己立下规矩：穷人富人一样对
待，忙时闲时一样尽心，有钱没钱一
样看病。

我给自己的诊所起名为“爱心诊
所”，坚持每年为全村40岁以上的村
民进行一两次免费体检，给每家每户
建立健康档案。由于有病早治，无病
早防，几十年来，我们村没有一名儿
童因传染病救治不及时而夭折。

我们村有8名伤残军人，1990年
前后我就为他们建立了健康档案，常

年坚持义务上门为他们体检看病。
其中，无儿无女的赫世尧老人在1992
年6月突发脑梗死，我得知消息后立
即把老人接到诊所。在1000多个日
日夜夜里，我每天除了给他打针喂
药、洗衣喂饭、端屎端尿，还坚持每星
期给他擦一次澡。有一次，老人拉肚
子，我还没把他抱下床时，他一下子
拉了一床还溅了我一身，老人内疚地
直打自己的脸。我没有嫌弃他，一边
安慰他一边给他洗澡。他泪流满面
地说：“文芳啊！咱不亲不近的，你伺
候我这么多年，我做梦也想不到呀！”

在1996年底，老人去世后，我像
亲人一样给他安排了后事。

除了伤残军人，我还为大岗李乡
敬老院的 30 多位老人义务体检、看
病。30 多年来，我先后把 18 位老人

接到诊所，让他们免费吃住和治疗。
2001年，我在组织的安排下光荣

入党。我积极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
用，主动承担起5户贫困户的脱贫任
务。

这5户贫困户都是因病致贫，生
活困难。为了帮他们早日脱贫，我每
周都上门义诊，积极为其诊治，随时
关注病情变化。同时，我还用9000多
元钱为每户购买了4只母羊，帮助他
们增加收入。

苏刘庄村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
便，乡亲们看病难问题十分突出。全
村300多名孩子接种疫苗，需要家长
带着走十几里路到乡卫生院接种。
有的村民怕花钱嫌路远，干脆不让孩
子接种疫苗。我深知预防接种的重
要性，就认真学习预防接种相关知

识，并自费配备必要的设备，每年按
时为他们接种疫苗，而且分文不收。

乡村医生没有节假日，没有白
天黑夜，不管寒冬腊月还是炎热酷
暑，需要随叫随到。几十年来，我在
乡村医生的岗位上实现了年少时的
心愿。

2008 年，我被选为全国人大代
表，并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1 年来，我先后调研了 7 个省的 300
多个村庄，走访了4000多人，提出58
条建议，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采纳。

我是一个农家娃，党和人民把我
培养成一名乡村医生，给乡亲们服务
好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环境
如何变化，守护好乡亲们的健康，做
一名好乡村医生，是我一辈子的心
愿！ （本报记者冯金灿整理）

我是河南省肿瘤医院的医生，我从
心底热爱我的职业，我为自己能够为人
民群众解除病痛而感到自豪。

作为一名肿瘤内科医生，我不得不
面临一个残酷的现实：很多晚期癌症患
者尝试了多种治疗方案，经历了常人难
以承受痛苦后，生命也仅仅延长了几个
月或几年。每当此时，我都深深地感到
痛心和遗憾。我在想，肿瘤防治重在
防，“只治不防、越治越忙；重治轻防、希
望渺茫”。如果生命是条河，病人是不
幸落水的人，医生就是搭救落水人的

“救生员”。与其在河的下游被动等待、
打捞落水者，不如主动出击到河的上游
去，修筑护栏、加固河堤、安装宣传语
（此处水深，请勿下水）！一分预防，胜
过十分治疗！如何预防呢？健康科普
就是一大利器。只要我们积极传播正
确的健康观念，使更多人掌握健康知
识，养成健康行为，就会使更多人、更多
家庭免受病痛折磨。这就是我做健康
科普的初衷。

2016年5月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学普及
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这坚定了我做
好健康科普的信心。我们医院党委也
鼓励全院职工积极开展肿瘤科普工作，

将科普意识渗透到医院日常工作中，医
院涌现出一大批“科普达人”，取得了良
好效果。正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明确指
向，医院层面的积极支持，更加坚定了
我坚持“一岗双责”，就是一手抓临床诊
疗，一手抓医学科普的决心和信心。

我利用各种机会包括大年初一回
乡探亲的时间，走进基层医院、农村社
区、政府机关、学校企业，足迹遍及中
原，做健康科普讲座400余场，现场受众
25万余人次。为提高健康科普效果，我
开通了网站和微博，申办了微信公众
号，带起了自己的健康科普博士团队。
我还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和病人最关心
的问题，出版了科普书籍《面对癌症，不
恐慌，不盲从》，受到患者好评。

健康中国行动，上关国计，下系民
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大众殷切
期盼。今年 7 月 15 日，健康中国行动
推进委员会正式成立，为我们明确了
下一步工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上医
治未病，科普要先行。希望更多的医
界同仁加入健康科普事业，为健康中
国建设贡献医生群体的力量，向社会
展现白衣天使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

（本报记者尚慧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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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他匆匆走过每天必走的小路，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花都开好了。夏

天，酷暑艳阳，他在手术台上汗湿几层衣裳，拿着手术刀的手依然稳定如最精密的
机器。秋天，孩子要去新学校报到了，他只能轻轻抱一下孩子，挥挥手说“再见
吧！我不能送你了，病人还在等着我呢！”冬天，大雪纷飞，再一次巡视完病区，他
终于在安静的值班室坐了下来，拨通了电话：“妈妈，新年快乐！”

他们是医生，他们是 24 小时随时待命的“生命守护神”，是病人最堪托付的
人。他们是医生，他们把绝大多数时间留给了病人，是只能常常对父母妻儿说“对
不起”的那个人……第二个中国医师节到了，今天，我们用文字致敬每一位手上托
着我们的健康与生命的人；今天，让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他们，听听他们的节日心
愿，听听他们怎么说。

宋玉成：用仁心仁术架起豫疆两地健康桥

陈小兵：做好健康知识的传播者

苟建军：选择这个职业，就要无怨无悔

马文芳：一辈子当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

臧云彩：用中医思维认识和治疗疾病

“1∶0、1∶1、2∶1……31∶21，赢啦！”8月17~18日，来自委机关、10个省辖市医
疗单位、20个省直医疗单位的30个代表队329名运动员在“省医杯”河南省卫生
健康系统职工羽毛球赛场上切磋技艺。本次比赛有30支参赛队伍。经过比
赛，最终，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人民医院、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河
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等4个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杨冬冬/摄

本报讯 （记 者 陈 琳 君 史 尧
索晓灿）今年的8月19日，是第二个中
国医师节。这天下午，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省卫
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谢李广、张
智民代表委党组分别看望慰问了一线
医师代表，并向全省卫生战线的广大
医师致以节日的问候和诚挚的祝福。

朱钵同志1952年毕业于中国医科
大学，1956 年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工
作，是新中国第一批皮肤科专家，从医
近 70 年，年已九旬仍奋战在临床一
线。李树新同志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

学院，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已经
工作了64 年，是河南省医学影像学事
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张磊同志，是第三
届“国医大师”，他治学严谨，医理纯
熟，医术精湛，年过九旬仍坚持坐诊，
治病救人，以“方精、药少、量小、效奇”
蜚声中原杏林。

阚全程等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
生活、工作情况，对他们不忘初心、以
医报国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救死扶
伤的医者情怀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们
为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做出的贡献表示

感谢。
阚全程说，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

中国医师节，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卫生健康工作的
高度重视，对广大医师和医务人员的
亲切关怀和肯定。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一代代医师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展
示了大医精诚、悬壶济世的优良医学
传统，彰显了救死扶伤、呵护健康的人
民情怀，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充分
肯定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新时代
要有新作为，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
职业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榜样，为人民
群众提供更高水平、更加满意的卫生
和健康服务，为中原更加出彩谱写新
篇章。全省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
机构也要从保障薪酬待遇、发展空间、
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关心
爱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营造全社会
尊医重卫、共享健康的良好风尚，增强
白衣战士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激
发广大医务工作者献身医学的主动
性、创造性，为他们施展才华、维护人
民健康和生命安全提供广阔舞台。

庆祝医师节

阚全程等看望慰问一线医务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