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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需要表达，或许是价格不菲
的礼物，或许是绵绵不绝的情话，或
许是你无法想象的浪漫。我收到的
爱的表达，就是一盆其貌不扬的藿
香。

我和老公相识，是经传统媒人
介绍的。记得那年，我刚大学毕业
回家，虽然不着急找对象，但是因为
长辈催促，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答
应跟他相亲。

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老公的
个子很高，穿了一件黄色的T恤，白
净的脸庞，大大的眼睛，还有一个

“樱桃小嘴”。他不善言辞，我暗自
打量他。就这样，我们呆坐了半天，
准备走时他突然说：“咱俩是同学，
你不记得了吗？我们上小学时都是
四年级三班的。”我愣了一下，即使
努力回忆也找不到他的影子，心想
这人真是俗套。后来，老公真的找
到一张小学合影照片，我才知道原
来他说的是真的。

我们的关系并没有顺理成章地
发展，但是我们之间真的有缘分。
自相亲之后，我又外出学习了一段
时间，因为工作忙碌，所以跟他也不
经常联系。直到回家后的一天，我
骑自行车出门办事，突然车胎爆了，
不得不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我顶
着烈日，推着自行车，刚好遇见他。
他帮我把自行车推到修车店后，又
送我回家。从此，我们开始慢慢地了解对方。

老公是个实诚的人，虽然不浪漫，但是我说过的话，他
字字句句都记在心上。有一次，我只是随口说想吃农村用
柴火炕的油馍，说那是一种乡土的味道，没想到晚上他真
的给我送来几张冒着热气的油馍。那天还下着雪，他居然
骑着摩托车去村里买油馍。

我们结婚后，家务琐事，老公都主动承担。有一次，我
生病了，半夜突发高热，老公背着我去医院。病好后，老公
照着菜谱给我做饭，给我调理身体。我为晋升主治医师备
考时，老公放下自己的工作，每天陪孩子学习、玩耍。我要
出来专培3年，心里有些犹豫，觉得时间太长了，但是老公
支持我说：“放心去吧，家里有我。”

近几年，我在郑州，老公在老家。有一次，他来郑州看
我，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还带来了一株藿香。老公找了一
个花盆和一些土，亲自把藿香种在里面。他说：“这株藿香
是我从家里移植过来的，让它在你这儿生根，一定会保佑
你平平安安的。”

这盆藿香像拥有了神奇的力量，没过多少长时间就长
满了整个花盆，郁郁葱葱的，看着就叫人心生欢喜。后来
新冠疫情暴发，我也难以幸免，当时不仅头痛、恶心症状严
重，还吃不下饭。我看着这盆藿香，突然想起藿香有止吐
的功效。于是，我摘了几片藿香叶煮水喝，症状居然缓解
了很多。

如今，这盆藿香依旧绿油油地长满了整个花盆。它虽
然不是什么名贵的花草，但是在我心里长出了不一样的风
景。

又快到七夕节了，我们不能团聚。老公给我打电话，
虽然只是唠一些家常，但是字字句句都充满了爱。这盆藿
香依旧散发着悠悠的清香，让我想起一段话：“过去，车马
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人；现在，世间喧嚣，人潮拥
挤，一世也未必寻得一人，只愿时光能缓，故人不散，所有
美好都能够不期而遇。”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新蔡县公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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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远离家乡千
里之外的温县人民医院
工作，已经25年了。除了
结婚那年的春节我回老
家陪母亲过年外，这24年
来我很少回老家陪母亲
过年，内心对母亲充满了
愧疚。

“慈母手中线，游子
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
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每次想起
母亲，我总是想诵读孟郊
的这首《游子吟》。

母 亲 经 常 叮 嘱 我 ：
“一定要善待患者，把他
们当作自己的家人，春节
期 间 一 定 要 照 顾 好 他
们 。 患 者 比 我 更 需 要
你。”2013年，我当上了科
室主任，她再次叮嘱我：

“孩子，你们科室的年轻
医生刚结婚，他们的父母
更希望春节能够团聚，你
要替他们值班，春节过后
再 回 来 看 我 也 是 一 样
的。”

父亲 15 年前突然病
重，离开了我们，因为远
隔千里，所以我未能在身
边及时尽孝。多年来，我
经常自责，回想父母供应
我上大学为了什么？我
又为父母做了什么？每
次查房见到年迈的患者，
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
父母。我要把未尽的孝
心，化为工作的动力，善

待患者，护佑患者健康。
疫情期间，姐姐打电

话告诉我，母亲因为肾功
能衰竭已无法下床走路，
病情严重。但是，我当时
是温县人民医院疫情防
控专家组成员，疫情防控
要求所有人不得离开温
县。

母亲每周都要做3次
透析治疗，我只有在工作
之余给她打电话。因为
疫情就是命令，我们经常
凌晨 4 时集合，到温县的
核酸采集点工作。冒严
寒、顶酷暑，穿着防护服、
戴着防护面罩与病毒做
斗争！那时候，有多少医
务人员的父母和孩子，在
盼 望 他 们 春 节 回 家 过
年！但是疫情肆虐，我们
科室的医务人员全都守
护在患者身边，冲锋在临
床一线。母亲重病，因为
疫情防控，我不能照顾
她，所以心里感到十分愧
疚。

古人云：“自古忠孝
难两全。”作为新时代的
医生，我心里一直牵挂着
母亲，用心呵护患者的生
命健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
温县人民医院）

对母亲的思念
□李红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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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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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昔峥嵘岁月，初心不改，
步步花开；看今朝壮丽河山，盛世
光芒，护佑健康。我有一个梦想：
患者如期救治，医患关系和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鞭
策我们，唯有医者仁心、行而不
辍，方可再谱新篇。

2023 年 2 月，按照河南省中
西医结合医院党委统一部署，门
诊办公室以“党建引领、文化聚
心、促进发展”为主题，将“心系健
康 情融服务”融入行动，积极创
建“党建+护理服务”品牌，改善

患者就医体验。经过比拼，河南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于7月成功创
建首届“豫文明 豫健康”优质服
务品牌——“萌小护”。

“萌小护”导医团队践行“以
人为本 关注细节”的服务理念，
将关口前移，营造出“前进一小
步，方便患者一大步”的优质服务
氛围。

人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
余香。”“萌小护”导医团队用行动
诠释着这句话的内涵。依稀记得
2023年夏天，我们收到建团以来
的第一面锦旗，“非常感谢你们，
让我们老两口看上病了”，患者戚

老师夫妇热泪盈眶地将一面写有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锦旗送到
门诊办公室。

经过交流得知，戚老师夫妇
常年在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调
理身体。“以前都是儿子帮助预
约，儿子去年去世了，现在只能靠
我们自己了。”听到这句话，我的
眼眶湿润了，两位老人这么大年
纪，孩子又去世了，这是多么大的
打击啊！对于这些老人来说，他
们需要更多的关爱。“党建+惠老
服务”模式应运而生。

“ 萌 小 护 ”导 医 团 队 已 为
1000 余人开辟了就医“绿色通

道”，用心、用情点亮一盏盏幸福
的晚年之灯。

微光成炬。“萌小护”导医团
队大力弘扬青年志愿服务精神，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利用业余时间参加义诊活动，
推动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向纵深
发展，构建党建志愿服务新格
局。

光阴荏苒，在平凡中创造生
命奇迹。一年来，“萌小护”导医
团队坚持党建与护理业务融合，
用心服务患者，赢得群众的广泛
好评。

党是一面旗帜，指引我们前

进的方向；党是一把冲锋号，带领
我们向富强和幸福冲刺！在党的
领导下，“萌小护”导医团队将不
忘初心，以守护人民群众健康为
使命，继续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做贡献。

在强国复兴道路上，我们力
争成为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
新时代青年，持续擦亮“有高度、
有温度、有深度”的门诊“一站式”
优质服务品牌——“萌小护”，向
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时代答
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西医
结合医院）

“萌小护”用仁心赢得好评
□朱 萌

讲述党员好故事，发出基层
最美声音。今天，我要讲述一个
关于郏县第二人民医院驻村书记
徐磊帮助群众的感人故事。

徐磊，42岁，郏县第二人民医
院保卫科科长。2021 年 9 月，徐
磊被抽调到郏县冢头镇小李庄村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徐磊这一
去，就是2年8个月。在工作中，
很多事儿都令徐磊刻骨铭心，徐
磊每当想起这些，久久不能释
怀。尤其是村民小伟的故事，让
徐磊思绪万千。

小伟15岁那年，父亲因病去
世，只剩下他和患有严重精神障

碍的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去世
后，使原本就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的家庭陷入绝境。可怜的小伟，
不得不辍学在家，挑起“大梁”，照
顾生病的母亲。每天晚上睡觉
前，小伟都把自己的校服叠好，放
在枕头旁边，默默怀念自己在学
校学习的快乐时光。然而，小伟
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照顾母亲。
冬天天气晴朗时，小伟就把母亲
抱到轮椅上，在院子里晒太阳。

徐磊入职的那天，就了解了
小伟的家庭情况。他惊讶得简直
不敢相信，在这个时代，居然还有
这么贫穷的家庭。于是，徐磊立

刻组织村干部为小伟家改造房
屋，修建厨房和院墙。不仅如此，
徐磊还常常给小伟买日常生活用
品，帮助小伟和母亲办理低保手
续。因为小伟的性格内向、不爱
说话，所以徐磊又担心小伟的心
理健康问题。徐磊常常利用下班
时间，带着书籍到小伟家，与小伟
交流，陪小伟读书，给小伟讲名人
的励志故事，传输正能量。

为彻底解决小伟家庭经济困
难问题，县里开展“一村一专员”
工作时，徐磊赶紧给小伟报了
名。如今，小伟已经 20 岁了，在
徐磊的持续帮助下，小伟和母亲

生活得很好。在小伟的心中，徐
磊就是他们家的“大英雄”，更是
他们家的精神支柱。

2022 年 6 月，徐磊在执行一
次“麦秆禁烧”任务时，顶着炎炎
烈日在田间地头巡视，突然晕倒，
被送到医院后得知自己患有冠心
病，需要住院治疗。待病情稍微
稳定后，徐磊坚决地说：“田里的
麦子还没收割完，我不能躺在这
里。”于是，徐磊让医务人员帮助
自己拔掉正在输液的针头，自己
穿上鞋，飞快地向医院大门口走
去。

像这样的事儿还有很多。徐

磊不断想方法筹集资金，带领村
干部为村里铺柏油路、安装路灯、
修建围墙、推倒废弃院落、复耕农
田，就连村民的菜园子也围起了
栅栏。

徐磊常说，作为一名合格的
党员干部，要少说空话，多做实事
儿；带头站稳人民立场，脚踏实
地，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
位。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身为共产党员，我们要像徐磊一
样，不忘初心、勇担使命。我宣
誓，群众有我，强国复兴有我！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郏县第
二人民医院）

扎根乡村 诠释使命担当
□李梦丹

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地处太
行山东段，是我钟情的景区之一。虽然
我去过多次云台山，但是都因为时间仓
促，只是到部分景点看看，心里有一种
不尽兴的感觉。今年夏天的一个周末，
我应朋友邀约，再游云台山。

山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在已经
走过的半个世纪的人生中，我先后去过
泰山、崂山、千佛山、五台山、王屋山、神
农山、大别山、桐柏山、象鼻山等，这些
山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美景。好友
邀约再游云台山，使我内心又激起了对
云台山的神驰和向往。汽车行驶在绿
树成荫的山间道路上，一道道美丽的风
景线飞驰而过，如同观看一部立体的山
水动画片，新鲜且刺激。

刚到山脚下，一股清凉的气息就扑
面而来。虽然烈日炎炎，但是山谷里清
清凉凉、沁人心脾，我禁不住伸展双臂，
深深地呼吸来自山涧里略带土腥味的
清新空气。

跨过小石桥，我们就听到从山上流
下来的溪水声。仰目四周，只见条条溪
水如同玉带，或从山顶，或在山腰，顺着
山势一路飘下，时而欢快，时而低沉。
潭水清澈见底，如同一面镜子。我迫不

及待地把手伸进水里，水是清凉的，抹
在脸上感觉真的很惬意。

沿着一洼潭水拾级而上，只见两股
水流从一块大岩石的两侧呈“丫”字形
流下，水势均匀，流至岩石中间时又合
二为一，快要流入潭中时又被分成两
股。一瞬间，我被这潭水深深打动，忘
记了疲劳，忘记了烈日当空。

一路上，我们或在溪流中踏石而
走，或在溪边小道上缓缓而行。我的目
光始终没有离开溪水，决心去追寻它的
源头。虽然潭潭相连，溪溪相接，静处
还游荡着清闲自在的小鱼，有时候我还
忍不住伸出手想跟它们亲近，但是追寻
溪水源头的决心催促我加快脚步。

“哇，真漂亮呀！”前面好友的惊呼，
使我不由地加快了步伐。待转过几块
巨石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景致，宛如仙
阁幻境。环目之处，全是如刀似壁的山
体，笔直的杉树参天而立，对面就是溪
水的源头。一个巨大的瀑布从 300 多
米高的山顶倾泻而下，在山前形成一个
巨大的水潭，潭水上飘逸着光晕，潭底
的石沙清晰可见。瀑布落下时溅起的
水珠如珍珠般晶莹透亮，让人有一种

“珠从山中滴，绿从峰中渗”的感觉。

我站在瀑布旁边，脑海中竟涌出
“美猴王”坐镇水帘洞的幻境，那是何等
的逍遥自在。极目远眺，潭水顺着岩石
的隙缝前行，潭石可能由于千百年的风
吹日晒和潜在修行，水流过的表面竟结
满了一层层青苔。

山间小路上游人如织，他们或小憩
进食，或观景遐想，或摆拍留影，或搀扶
相游。我们沐浴着夏日的阳光，欣赏着
白云、飞鸟，呼吸着沾满草木香的空气，
自由自在地聆听水声，悠然地感受凉
爽，忘却了城市里的喧嚣，忘却了日常
的忙碌，静静地享受这山野的清幽静
谧。

一阵风吹来，吹散了正在飘落的水
珠，顿时化作一片水雾弥漫开来，扑到
我们的脸上、头发上……大家都静静地
站着，没有人躲闪，任由水雾带着阵阵
凉意袭来。一时间，我脑海中竟浮现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
诗句。正如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的
描述：“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云台山
之爽，美在心头。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孟州市创建卫
生城市办公室）

夏游云台山
□郝 军

摄
影
作
品

荷 韵

于昆鹏/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健康
中原服务保障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