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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选择我们的选择
“很多肿瘤患者问我，能不能让他们

不痛苦、更有质量地活着。”11年前，为了
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谢广伦牵头成立
了河南省肿瘤医院疼痛与姑息科，并成
为该科主任。他为那些被肿瘤折磨得痛
苦不堪的患者，搭起一间间特殊病房，帮
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我们在疼痛与姑息科病房，没有靠
身上插满管子维持呼吸的患者。我们采
取自控镇痛、神经阻断、鞘内镇痛等方式
来消除患者的疼痛，改善患者营养不良、
胸腹腔积液、骨髓抑制、乏力等症状，让
他们可以舒适、有质量地活着。”谢广伦
这样说。

30多岁的女性患者安心（化名）因腹
膜后肿瘤剧烈疼痛，去了不少医院治疗，
但都被告知肿瘤侵犯了血管，不能手
术。由于体质太差，她也无法接受化疗
和放疗。短短1个多月，她的体重从100
斤（1斤=500克）降到了60多斤。

经人介绍，她找到谢广伦。“谢主任，
我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了。希望您帮我
控制癌痛，我实在太痛苦了！”刚见到谢广
伦，安心就握住他的手，反复诉说癌痛带

来的折磨。谢广伦在安慰她及她的家属
的同时，仔细查阅病历和影像学检查结
果，然后给她制订了一套组合治疗方案。

10多天的治疗结束后，原本在床上
躺着不能动的安心，疼痛消失了，能下床
活动和进食了。检查结果显示：约3/4的
肿瘤失去了活性。1个多月的时间，安心
的体重长到80多斤，身体也达到了肿瘤
治疗标准，可以通过放化疗来进行进一
步治疗了。3个月后，安心给谢广伦发来
了一个短视频。在视频里，她和家人在
河边野餐、开心地跳舞。

“很多人以为，癌痛忍一忍就过去
了，只要坚持肿瘤治疗，痛苦就会结束。
其实，把癌痛尽早控制好、把并发症处理
好，患者不仅可以更有质量地活着，还会
因为体质增强获得进一步治疗的机会。
这就是姑息支持治疗的意义。”谢广伦
说。

由于谢广伦的岳父岳母也是癌症患
者，这让他更加深刻地理解安宁疗护的
含义及临终患者的需求。

70 多岁的杨老太太是一名抗癌 14
年的胃肠间质瘤患者，合并多种并发症，

由于多次化疗导致身体极度虚弱。她在
病房与记者交谈中说：“现在对我来说最
幸福的事儿就是身上不疼，能正常走路、
舒舒服服睡觉，能自理，有尊严地活着。”

在科室医务人员的帮助下，杨老太
太按自己的想法，拟定了一份“临终计
划”：我要在这里的病房去世，请为我挑
选我走时的衣物和饰品；我不想再做大
型检查和有创治疗，请只为我解决身体
上的疼痛和不适；当我昏迷后，请不要为
我做心肺复苏、上呼吸机、插胃管……

这份“临终计划”让家人们理解了杨
老太太的需求，陪着她渡过临终前最有
尊严的一段时间。

现在，谢广伦回想起安宁疗护给无
数家庭带来的变化，感慨万千。有些癌
症患者离世后，家属带着锦旗来专程感
谢，让他找到了坚持这份选择的意义：

“医学应当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职能，不仅
让肿瘤患者活得长，还要让他们活得
好。现代医学的盲点是在技术穷尽时，
患者身体、心理、社会、精神层面的痛苦
和需求没有被看到、被解决。10余年来，
我一直在寻找安宁疗护的更优解。”

“一日之计在于晨。亲爱的家属朋
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重症之声……”
每天7时整，伴随着广播声，河南省人民
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ICU）病区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

在这里，分别工作了18年的主任医
师秦秉玉、16年的科室主任邵换璋以及
11年的副主任医师杨建旭，他们一同见
证了科室的成长与发展。

2013年，河南省人民医院在全国率
先成立了重症医学部（现为急危重症医
学部）。科室自成立以来，约12万名急危
重症患者在这里转危为安，救治成功率
为95%。

ICU是与“死神”抢时间和抢生命的
临床学科，是所有急危重症患者生命的

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都说ICU的医生是冰冷的，因

为看多了生死，麻木了；我说ICU的医生
是最温暖的，我们会给每个生命一束光，
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这也是我
们干重症的初衷！”谈及自己的岗位，邵
换璋语重心长地说。

随后，邵换璋又从医院、社会不同层
面对ICU的意义进行了阐述：ICU是医
院的脊梁，是一个高精尖的医学交流平
台，其他兄弟科室的医生也可以在这个
平台上发挥专科作用。对社会来说，在
多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急危重症患者
的医疗救治中，ICU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
作用。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ICU从最初的

1 个病区、16 张病床、5 名医生、26 名护
士，发展到现在的6个病区、143张病床、
65名医生、251名护士。”秦秉玉自豪地介
绍。

面对越来越多青年医师的加入，秦
秉玉告诫他们说：“在 ICU，一定要坚持

‘竭尽所能救治每一位患者’的信念；提
升沟通技能，因为在ICU工作，沟通与治
疗同样重要。另外，我们要为急危重症
患者及他们的家属提供更多的关爱，做
有温度的ICU。”

作为中坚力量的代表，杨建旭说，他
刚来ICU的时候，感觉压力很大。但在
经历一次次生死争夺战后，他看到一个
个患者从无意识到恢复如常，就觉得自
己所做的一切都值了。

灯光如昼的手术室内，一位 86
岁女性患者的腹式双侧附件切除术
正在紧张进行着。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郑州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副院长、主刀医生任
琛琛站在手术台前紧盯着显示屏，
熟练地操作着腔镜器械，动作精准
而轻柔。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
的额头渐渐渗出细密的汗珠，但双
手依然稳定……

“我理解的医者仁心是医者要
有爱人之心、助人之能。为更多女
性患者做点事儿，是我们妇科医生
的职责所在。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
提供优质服务，是医生的初心和责
任。”从医30多年的任琛琛说。

每个门诊日，任琛琛要接诊 40
位~50 位患者。因为很多患者是从
外地慕名而来的，所以她每次都会
认真接诊完最后一位患者再下班。

在任琛琛看来，妇科手术时常
要在患者的“生命线上”实施。手术
医生要熟知人体各个解剖部位神
经、血管及其分支的位置，预估可能
出现的解剖变异、损伤与并发症等，

“唯有日臻精进的医术，才能不负生

命的重托”。
任琛琛在关爱患者、精进医术

道路的这种坚持，也影响和带动着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妇科团队。“目
前，我们团队正着力于高危型人乳
头瘤病毒（HPV）引发宫颈癌的全
病变周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
揭示出宫颈癌进展的靶点，为宫颈
癌的靶向治疗探索新的方法。”对
妇产科医学发展未来，任琛琛总是
充满希望。

在临床诊疗方面，她带领团队
搭建多学科会诊及远程会诊的交
流平台，提高院内妇科急危重症
和疑难杂症的诊治水平；引进 3D
（三维）腹腔镜、荧光腹腔镜等先
进技术，让妇科微创手术技术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积极开展促进
子宫内膜修复的研究，更好地保
护女性的生育能力。

在医学科技创新方面，任琛琛
带领她的研究团队致力于宫颈疾病
的早期筛查及精准分流技术的研究
与临床应用，其中，光学相干层析成
像（OCT）技术在宫颈病变早期筛查
中的临床应用，规范了不同级别宫

颈病变OCT图像判读特征，为后续
OCT 技术在全国推广提供了技术
支撑，为HPV感染女性提供了更为
科学的分层管理方案。

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任琛琛
不仅注重培养青年医师的临床思
维，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思维意
识。任琛琛已培养 49 名硕士研究
生、3名博士研究生。许多学生已成
长为各自领域的骨干力量。

近年来，在河南省开展的免费
“两癌（乳腺癌和宫颈癌）”筛查工作
中，任琛琛和团队又承担起了全省

“两癌”筛查的质量控制和督导工
作，在9个省辖市开展针对基层医师
的培训，累计培训3000余人次。

“妇产学科是一个前赴后继的
事业，任重而道远。我有责任让后
人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得更远。”任
琛琛说。

任琛琛 30多年的辛勤付出，得
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她先后被评
为全国五一巾帼标兵、河南省优秀
专家、河南省三八红旗手等。2023
年，她作为妇女代表参加了中国妇
女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只要心有热爱，哪里都是舞
台。”从2018年到邓州市构林镇卫生
院工作至今，河南省首批“5+3”订单
定向全科医生刘清南婉拒了很多大
医院的邀约，把一片赤诚和热情奉
献给了家乡。

在构林镇，很多年轻人都外出
打工了。坐诊、查房、走村入户进行
家庭医生签约时，刘清南见到最多
的是留守老人。

杨渠村的一位 90 岁老人，患
有冠心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病，
家庭条件不好，经常一个人骑自
行车到卫生院给自己和患病的儿
子买药。

刘清南知道后，便和老人沟通：
“您以后千万别自己骑自行车去买
药了，如果途中出现意外，后果不堪
设想。以后我定期给您送药，这样
安全些。您平常有什么不舒服也可
以随时给我打电话。”

一天，刘清南准备下班时，接到
了老人电话，老人的声音很虚弱。
刘清南急忙开车前往老人家里，发
现老人躺在床上，不停地咳嗽。刘
清南为老人检查身体发现，老人不
仅发热，并且已经出现了肺部感染，
加上原有的基础病，情况非常糟糕，
建议其前往上级医院治疗。但老人
却拉着刘清南的手说：“刘医生，我
不去城里，我只相信你，你放心大胆
地给我治，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
征得老人家属的同意后，刘清南迅
速带老人返回医院，紧急用药。当

晚，刘清南一直陪着老人。老人住
院期间的一日三餐都是刘清南买
的。10天后，老人痊愈出院。

刘清南常说：“我是农民的儿
子 ，坚 信 基 层 广 阔 天 地 、大 有 可
为。”他和同事成立了全科医学科、
打造了邓州市示范性的全科门诊，
实现了构林镇卫生院全科医学科
的从无到有。他们努力做好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让辖区老
百姓都能享受公共卫生服务带来
的便利；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倡导
人们树立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健
康行为习惯。

“健康教育也是全科医生做预
防工作的重要一环。那时的我走遍
了全乡所有的学校，为孩子们讲健
康知识；几乎走遍了所有街道，给老
年人传播健康知识。”回忆起在定向
单位——息县白土店乡中心卫生院
工作的日子，息县人民医院全科医
学科主任张意昆感慨万千。

担任息县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主任后，张意昆依旧孜孜不倦地工
作，带教助理全科医师，与他们共
同成长。几年间，张意昆取得了全
科主治医师职称和全科医学硕士
学位，还获得了 2023年度河南省医
学科技攻关计划联合共建项目立
项。2023 年，息县人民医院全科医
学科在河南省助理全科医学教学
门诊竞赛中，获得了三等奖。今年
4 月，息县人民医院全科医学团队
参加了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全国

第三届全科专业指导医师教学综
合能力技能竞赛，并获得了三等
奖。

“混沌里开创，弱小中奋进，荆
棘间成长。”张意昆形象地诠释了全
科医学在基层的发展，“前辈们尚在
奋斗，我们年轻一代要更加努力，在
全科医学的道路上不断寻求、探索，
做最好的自己。”

“患者来找你看病时，多数不知
道你水平如何，选择你就像赌一样，
把健康甚至性命交给了你。你要对
你的每一位患者认真负责，要对得
起他们对你的信任。”周口市淮阳区
朱集乡卫生院全科医学科主治医师
雷增一直牢记上学时老师的教诲。
为患者做诊疗时，他都详细问诊、仔
细查体、全面考虑，全力为他们解除
病痛。

2018 年，河南省首批订单定向
全科医生曹百林返回信阳市浉河区
董家河镇中心卫生院履约，至今仍
在那里守护一方百姓安康。河南省
首批订单定向全科医生、南阳市宛
城区汉冢乡卫生院院长杜思远说，
当医生就是要为患者谋健康，而在
基层更能发挥作用……

据统计，服务期满后，河南约有
三分之一的订单定向全科医生选择
继续坚守基层岗位。他们没有过多
的华丽言语和震撼人心的事迹，没
有过多的媒体关注，有的只是在平
凡岗位上倾尽所能，默默守护一方
百姓安康。

选择公益选择公益
就要支撑起患者的人生就要支撑起患者的人生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冯金灿

选择中医选择中医
写好写好““健康守门人健康守门人””篇章篇章

本报记者 王 平

选择安宁疗护选择安宁疗护
做生命的摆渡人做生命的摆渡人

本报记者 张 琦

选择精神医学选择精神医学
帮孩子看到光帮孩子看到光、、找到爱找到爱

本报记者 丁 玲

选择重症选择重症
给每个生命一束光给每个生命一束光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选择基层选择基层
就要坚守这方土地就要坚守这方土地

本报记者 常 娟

选择从医选择从医
要有爱人之心要有爱人之心，，更要有助人之能更要有助人之能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何剑烁

“情况都在好转，好好配合医
生，争取早点康复回家。”8月 14日，
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少
年精神科病区，主任张燕温柔地和
一名患者沟通着病情。

从最初进入临床一线的忐忑，
到现在面对患者时的坦然，张燕走
了 17年。儿童少年精神科的医生，
往往需要比其他医生付出更多的精
力。与成人相比，儿童和青少年的
精神障碍在行为表现上更加“非典
型”。由于多数孩子无法很清楚地
表述自己的症状，像张燕一样的精
神科医生在工作中的最大难点就是
怎样了解孩子的真实情况，以便诊
断孩子的病情。

“很多情况下，我们要用孩子的
语言和方法来进行沟通，从孩子的
言语行为中寻找蛛丝马迹，查找他
们不愿上学、不肯说话、伤害自己等
行为的背后原因。”张燕说。

张燕接诊过的一个女生涂了黑

色的美甲。张燕从这个细节入手，
和患者沟通：“你的美甲是黑色的
呀。虽然阿姨有点儿接受不了，但
是只要你喜欢就行，因为这是你的
指甲。”

这个女生特别喜出望外，觉得
医生和爸爸妈妈不一样，不会因为
涂了黑色的指甲指责她。然后她就
愿意和医生进行交流了。

“如果我们能够尽早发现孩子
的心理问题，及时给予帮忙，给孩子
带去能量和勇气，对孩子的一生和
整个家庭的帮助都是很大的。”张燕
深知，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影
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还会给整个
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痛苦。

患有抑郁症的孩子牛牛（化名）
在治疗初期，病情总是反反复复，时
好时坏。张燕多次与牛牛沟通后才
得知，他觉得自己在生病治病时，父
母很关心他，害怕病好了，父母就不
关心他了，所以导致病情出现反复。

找到症结后，张燕为牛牛制订
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对家长进
行了耐心指导和培训。经过一段时
间的努力，牛牛的症状得到了明显
改善。

张燕说，有些孩子先天存在注
意力缺陷，加上父母教养方式不当，
使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出现
情绪不稳定症状。有的孩子之前学
习成绩很好，突然变得厌学，一到学
校就肚子疼、头疼，到医院又检查不
出来问题，家长就觉得孩子在装
病。这其实是孩子出现了情绪障
碍，需要专业医生介入。

“当家长告诉我们，孩子能给他
们做饭了、能和朋友出去玩儿了、能
去上学了时，我就特别有成就感。”
张燕说，“每一次成功的治疗都是一
次心灵的救赎，每一个孩子的康复
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我希望能
给更多孩子带去向上的力量，希望
帮孩子看到光、找到爱。”

“既要仰望星空、志存高远，又要脚
踏实地、务实勤干。”3年前，在了解到基
层医疗专业技术人才不足的现状后，付
雯雯选择回到家乡郏县，成为薛店镇中
心卫生院中医科的一名医生。

在郏县薛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工
作以来，付雯雯发现自身的很多不足。
她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加
强专业学习，将传统中医疗法与现代

医学相结合，针灸与中药并用，努力为
群众提供便捷、优质的中医药诊疗服
务。在工作之余，她和同事开展义诊
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展健康讲座
及中医养生知识科普活动，将“健康守
门人”的概念转化为实际工作，以实际
行动帮助群众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健康
问题。

因为主动加强学习、认真开展工作、

勤勉履职尽责，付雯雯很快成为郏县薛
店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主任，并先后获
得 2022年郏县卫生健康工作“优秀青年
志愿者”、2023年郏县卫生健康工作“先
进个人”。

付雯雯说：“我很荣幸可以用救死扶
伤的职业精神和为民奉献的服务理念来
诠释青春的意义，在医疗岗位上发光发
热。”

在工作之余，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省职业病医院）骨科副主任唐豪
杰热心公益事业，致力于解决家庭困难
的四肢畸形患者的救治难题。

脑瘫后遗症、四肢畸形等疾病严重
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这种疾病除了
影响体形和外观，还影响患者的心理健
康。长期治疗的高昂费用也给不少患
者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给
这些孩子找一条出路，唐豪杰联系慈善
基金给予经济帮助，联系省残联给予康
复救济，联系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为他
们提供经济帮助和工作岗位支持。截
至目前，唐豪杰已募集善款 1000 余万
元，救助家庭贫困、肢体畸形的青少年
患者 500余人次。

唐豪杰还聚焦青少年肢体畸形防
控与治疗，带领团队建立了从预防到治
疗、锻炼、药物捐助、手术矫正等全方位
的立体救助模式。

为了惠及更多患者，他多次带领
团队，利用休息时间，走进村庄探访
排 查 ，走 进 校 园 宣 传 普 及 相 关 知

识 。 对 于 需 要 手 术 的 患 者 ，他 联 系
多 家 公 益 基 金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资 金
救助。

前几天，有个患者专门给唐豪杰送
来一面锦旗，还特意要求拍照留念。这
是一个 21 岁的女孩，因双下肢内翻、走
路姿势不好看，自卑心理很严重。经过
多方协调与努力，唐豪杰给她争取了 1
万元的经济资助。经过一年多的治疗，
患者双下肢变直了、走路也好看了。看
到患者脸上的笑容和自己的成果，唐豪
杰的内心很欣慰。

在 10多年的临床工作中，河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主治中医师王永杰发现，在
治疗“肝豆”（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铜代谢障碍性疾病）时，除了使用常规
药物治疗，减轻患者身体上的痛苦，还
应该重视患者的心理治疗。他经常对
患者及其家属说，得了“肝豆”这个病是
不幸的，但同时也是幸运的。不幸的
是，“肝豆”是遗传性疾病，但幸运的是
该病是全世界超过 7000 种罕见病中为
数不多的可以治疗的。

“肝豆”患者杨先生，2013年在外地
打工时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肢抖动、头
痛、头晕，到多家医院就诊，均未明确诊
断。患者自述当时非常痛苦，甚至出现
了精神疾病症状，还因为病情和妻子离
婚了。他觉得失去了生活的意义及活
下去的希望。2014年，患者首次找王永
杰就诊，完善相关检验检查后，被确诊
为“肝豆”。王永杰在患者住院期间给
予驱铜、保肝及中医针灸等对症治疗，
并给予多次的心理疏导，大大增强其治
疗信心及生活信念。经过两个多月的
治疗，患者症状逐渐减轻，上肢抖动及
双下肢僵硬明显缓解，能自行吃喝、站
立行走、言语功能恢复，精神状态也明
显好转。

王永杰认为，心理治疗对患者病情
的缓解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医务人
员的人文关怀不仅可以增进医患关系，
还可以延缓病情进展。从医以来，他立
志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用温暖的微笑
照亮患者，用鼓励坚定患者战胜病魔的
信心。

图①任琛琛（右二）为患者做手术。图②张燕和患者沟通病情。图③刘清南为村民查体。图④雷增入村义诊。图⑤谢广伦查房。图⑥秦秉玉、邵换璋、杨建旭查房。图⑦唐豪杰为患者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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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编者按：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选择。考大学时，要选择
学校和专业；找工作时，要选择单位和岗位……每个选择都
影响着人生的下一步。花样年华时，他们的选择是跨入医学
之门，研究人类健康的奥秘；风华正茂时，他们的选择是成为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师。他们有的扎根基层，兢兢业业
地担负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职责；有的坚守重症一线，竭
尽全力守好患者的生命线；有的成为心灵的艺术家，有的奔
忙在公益事业上……

“崇尚人文精神，彰显医者仁心。”第七个中国医师节即
将到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理解他们，向他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