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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随想

《医学的温度》读后感
□李争艳 文/图

在繁忙的工作中，偶尔沉浸于一
本好书之中，如同在喧嚣的城市找到
了一片宁静的港湾。当我翻开《医学
的温度》这本书时，仿佛被一股温暖而
强大的力量所包围。《医学的温度》不
仅让我重新体会医学的本质，还让我
感受到生命的温度。

《医学的温度》并非传统的医学
教科书，它更像是一位智者，用朴实
的语言讲述医学背后的人文关怀与
温暖。在现代医学体系中，我们往
往过于关注技术的革新与疾病的治
愈，却忽略了医学的目的——关爱
生命、减轻痛苦。

《医学的温度》这本书，恰恰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医学的视角，

让我深刻体会到医学不仅是一门科
学，还是一门艺术，需要用心去感受、
去实践的艺术。

阅读时，我仿佛跟随作者走进了
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中。每一个故事，
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医学的温暖。
有的医生在患者生命垂危之际不离不
弃，用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爱心挽救
患者的生命；有的护士在平凡的岗位
上，用细心与耐心为患者送去温暖与
关怀；还有那些关于医患之间深厚情
谊的感人瞬间，让我深刻感受到医学
的温度，就藏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地方。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开始反思
自己的护理工作。我意识到，作为一
名护理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专业技
能，还要具备一颗敏感而温暖的心。
护理人员要善于倾听患者的心声，理
解患者的需求与痛苦，用关爱与陪伴
为患者送去温暖与希望。只有这样，
护理人员才能真正做到以患者为中
心，让医学的温度在每一次护理中得
以传递。

《医学的温度》不仅让我对医学有
了更深的理解与感悟，还激发了我对
工作的热爱与追求。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将继续秉持着这份对生命的敬
畏与关爱，用心呵护每一位患者。我
将努力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与人文修
养，让自己成为一名既有技术又有温
度的护理人员。

同时，我也希望更多的医务人员
能够阅读这本书，从中汲取力量与智
慧，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静
下心来感受生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
们在追求技术革新的同时，不忘医学
的本质。我们携手并进，在医学的道
路上不断前行，用我们的爱心与智慧
去温暖每一位患者。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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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命注入温暖
□刘家麟

文化是人类的精神财富，包
含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文
化知识奠定了一个人对社会、自
然的认知状态，奠定了一个人的
格局和修养。医学是由科学和人
文知识建构的学科，医生应该具
备深厚的人文修养。做一个有文
化的医生，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医
学知识和技能，还要具备良好的
人文素养、沟通技巧，以及坚持学
习的好习惯。

我们要不断学习最新的医学
研究成果和临床指南，确保自己
的医疗实践基于最新的科学证
据。医生要积极参与医学培训、
学术会议，与同行交流经验，拓宽
自己的视野；善于将所学知识应
用于临床，理论联系实际。

我们应坚持阅读心理、文学、
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籍，提升文
化底蕴和人文关怀能力。我们只
有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才
能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心理和社会
背景，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医疗
服务。我们在工作中，应时刻观
察患者的情感变化，不仅要关心
患者的疾病，还要关心患者的情
感需求，做一个有温度的医生。

我们应学会倾听，耐心听取
患者的病史和诉求，并且使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为患者解释医学知
识，确保患者理解治疗方案；与患
者建立信任关系，通过积极的沟
通，增强患者的信心和对治疗的
依从性。

我们要积极学习叙事医学知识，掌握叙事医学
技巧，提高沟通能力。我们应坚守医疗伦理和职业
操守，尊重患者的隐私和尊严。在做决策时，我们
应始终将患者的利益放在首位，避免出现利益冲
突。我们还要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为困难群体提供
医疗援助，展现社会责任感。

我们应设定个人职业发展目标，制订学习计
划，不断提升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关注医学领域
的新技术和疗法，勇于尝试并应用于临床；反思和
总结自己的医疗实践，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坚持锻炼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们应与同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为患
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在团队中，我们要发挥自
己的专业优势，同时尊重和支持同事的工作。我们
还要积极参与团队建设，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协
作能力。

医院应不断优化就医流程，减少患者的等待时
间和不便之处；为患者提供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
增强患者的就医体验；积极收集患者的意见和建
议，并据此改进医疗服务。

文化强国需要每位公民提升文化修养，成为文
明公民。想要成为一名有文化的医生，就需要在专
业知识、人文素养、沟通技巧、医德医风、自我提升、
团队合作等方面不断努力。我们只有坚持学习和
实践，才能成为一名既具备专业技能又充满人文关
怀的优秀医生。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外
科）

面对患者，她总是以诚相待、
情暖人心；应对技术，她总是勇于
突破、不断探索；对待学生，她更
是严慈相济、倾囊相授。她心系
肿瘤防治事业，13年如一日默默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她就是河南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三病区
主任、医学博士、副教授樊永丽，
一位出生在庄子故里（河南省民
权县）的“85后”。

很多人认为，肿瘤科是一个
让人绝望的地方。因为肿瘤科的
患者要面对生命即将结束的挑
战，所以他们敏感而脆弱，内心充
满恐惧。如何让患者走出阴霾，
重拾生活的勇气呢？樊永丽总是
一袭白衣，面带微笑，给患者以温
暖和力量。樊永丽每天都会遇到
形形色色的患者，其中有 2 个故
事让她毕生难忘，成为她奋斗的
动力和方向。

“樊医生，谢谢您帮我实
现每一次的家庭合影。”

“樊医生，谢谢您帮我实现每
一次的家庭合影。”这是患者邵女
士在手机微信里和樊永丽说的一
句话。2019年，41岁的邵女士在

当地医院被诊断为直肠癌晚期。
邵女士错过了手术时机，频繁出
现腹痛、腹胀、呕吐、便血，家属已
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这时，正巧樊永丽到邵女士
所在的社区义诊，邵女士的丈夫
带着7岁的女儿找到樊永丽说起
妻子的遭遇。在沟通期间，邵女
士的丈夫和女儿期盼的目光深深
感动了樊永丽。樊永丽建议邵女
士到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
科进行治疗。

樊永丽大胆尝试新方法，为
邵女士制定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方
案。经过治疗，邵女士的症状明
显减轻，并且获得了令人意外的
疗效——达到可以进行手术的程
度。樊永丽团队和患者家属沟
通，组织消化病科、普通外科等多
学科专家会诊后，为邵女士进行
直肠癌根治手术，手术效果很不
错。

出院时，邵女士及家属找到
樊永丽表示感谢。邵女士握着女
儿的手说：“樊阿姨把妈妈的病治
好了，你应该和樊阿姨说什么
呢？”没想到，这个 7 岁的孩子竟
然“扑通”跪在地上，满脸泪水地

对樊永丽说：“谢谢樊阿姨救了我
妈妈！”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
惊了，可想而知，这个孩子心里承
受了多大的压力和恐惧。

从此以后，邵女士会定期和
樊永丽分享他们一家三口的幸福
照片。“樊医生，我想好好活着，看
着女儿长大……”这件事给樊永
丽带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成为
她工作的巨大动力。

“我还想吃您包的饺子。”

这是樊永丽经常说起的患者
王阿姨的故事，每次讲述时，樊永
丽都会眼眶湿润。59岁的王阿姨
是一位乳腺癌晚期患者。2022
年，是王阿姨和癌症抗争的第 8
个年头儿。虽然王阿姨在当地医
院先后进行了手术、化疗、放疗，
但是最终还是出现了骨转移。持
续的全身疼痛，让王阿姨夜不能
寐、痛不欲生。

王阿姨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
到达尽头，但是她不愿意这么没
有尊严地离开。王阿姨找到樊永
丽，将自己 8 年的抗癌经历向樊
永丽娓娓道来，希望樊永丽能够
让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减轻疼

痛，更舒适地生活，更有尊严地离
开。樊永丽听后深受感动，决心
要帮助王阿姨。

“以后，您很疼、难过的时候
就找我，我陪您说说话。有我在，
您别怕。”樊永丽拉着王阿姨的手
说。根据王阿姨的病历和身体状
况，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樊永
丽为王阿姨制定了姑息治疗方
案。姑息治疗是指对于已无治愈
可能性的患者，通过控制疾病相
应的症状、良好的护理，让患者在
生命终末期获得更好的生活质
量。

在住院期间，王阿姨经常在
心情不好时找樊永丽聊天，樊永
丽会耐心地开导她，向她传递正
能量。樊永丽知道王阿姨爱吃饺
子，就经常把家里包的饺子给王
阿姨带一份。就这样，在樊永丽
的治疗和家人的陪伴下，王阿姨
的病情平稳了很多，疼痛也减轻
了很多。

王阿姨顺利度过了2023年的
春季、夏季和秋季。在12月的一
个大雪的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樊
永丽刚进家门，就接到王阿姨儿
子的电话：“樊医生，我妈妈说想
和您说说话，她一直念叨您。”樊
永丽立刻穿好衣服，顶风冒雪回
到医院。王阿姨费力地呼吸着，
看着病床旁的樊永丽，艰难地握
住樊永丽的手，黯淡无神的眼神
里闪过一丝温暖的光芒……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这句话诠释了医生
的责任与担当。医生不仅要为患
者提供治疗手段，还要在患者最
脆弱的时候给予温暖和鼓励。樊
永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医生的职
责和使命，她始终秉承着“做事先
做人，行医先立德”的原则，全心
全意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中医传承基础理论课程培训班
招生简章

为进一步做好中医药师承教育，
经研究决定，河南国医医学研究院旗
下嗣善堂中医馆联合河南中医药大
学培训中心，特向全省中医药从业人
员或非中医学专业学员举办中医传
承基础理论课程培训班。具体要求
通知如下：

招生要求
1.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热爱

中医药事业，有志于系统学习中医
药知识和技能的中医爱好者。

2.有意提高中医理论基础和实践
技能的中医药专业工作人员。

3.学习态度端正，身体健康，能够
如期完成培训课程。

招生名额
计划招生50名。

培训时间
自培训开始报到之日起，共计3

周。具体开始时间另行通知。
师资力量

此培训班理论课程授课地点在

河南中医药大学东明路校区，教学
任务由河南中医药大学培训中心负
责。河南中医药大学培训中心师资
力量雄厚，教学经验丰富。

课程特色
名家大讲堂 邀请中医名家讲授

中医药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助力学
员学习。

经典大讲堂 邀请中医药文化名
家讲授中医药文化知识，帮助学员快
速掌握中医药典籍和文化知识要点。

修身大讲堂 教授太极拳、站桩、
打坐、八段锦、五禽戏等常见中医健
身方式要领，帮助学员领略中医药文
化魅力。

培训费用
此次培训费用共计7800元（包含

住宿费用），住宿统一安排，其他费用
自理。

参加学员经考核合格后，将颁发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传承基础培训
班结业证书。优秀学员可推荐参加

相关师承教育。
报名方式

咨询电话：0371-65012120（工作日
9∶00~12∶00，14∶30~17∶30）。

联系人：赵老师，手机号（微信同号）
18135788619；李老师，手机号（微信同
号）18638588837；张老师，手机号（微信
同号）1340371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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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冽凉雨拂立冬，斑斓枫叶落溪中。时光
流转温馨在，期许来年花更红。当冬季降临村
庄，农民的日子就“厚实”起来了。

一场凄厉的冷雨过后，村庄变得清瘦了许
多。路上行人见面，只是匆匆地打个招呼。孩
子们虽然被冻得鼻子发红，但是仍依偎在母亲
的怀里晒太阳。小狗在屋内打盹，偶尔听到门
口的声响，便竖一竖耳朵。

温暖的阳光照在院落里，老徐家的猫躺在
玉米垛上，惬意地享受着冬日暖阳的抚摸。睡
醒了，它便会慢条斯理地舔身上的毛，打发这
一整日的阳光。冬天好像把时光溶掉一样，整
个村庄都弥漫在幻想之中。李哥用炉火炖着
肥壮的公鸡，用清香的鸡汤去滋补一年的劳
累。

沙河边，枝杈露出了峥嵘的瘦脸，街道似
乎也变得更加宽敞，一眼便能望到那边。骑着
电动车的刘大爷来了，他头上戴着灰色棉帽，
脖子里挂的收音机正在播放《朝阳沟》。刘大
爷是村里的寿星，年近百岁了。

“你这孩子，天天给我拍照。”刘大爷笑着
指着我，满脸的皱纹如同刚耕完的田地。“刘大

爷，给您拍照，给晚辈们留个念头。”我举起手机拍了起来。正在地
里拔萝卜的70岁的张叔抬起头说：“老刘，您身体越来越好，活100
岁没问题。”

当温暖的阳光照在街巷的墙壁上，三五成群的老年人便聚在
一起，利用闲暇时间打牌聊天，盘算来年的生计。张哥感叹今年似
乎比去年暖和一些，老李唠叨着自己的身体不像去年硬朗，老王约
邻居们一边下象棋，一边美滋滋的嗑瓜子。

女人们是冬日欢乐的制造者，男人们也有自己的乐趣。此时
已经没有农活儿，女人们要围着集市、灶头转了。村庄内的各类话
题便发酵起来，这些话题从女人们围坐的院子里飘了出来，从女人
们串门时倚的门框上挤了出来。那些老太太们，也会禁不住这阳
光的诱惑，蹒跚着踱出院门，听其他人梳理陈年旧事，絮叨流逝的
岁月。

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可以在冬日里撒野，在村里的文化广场
荡秋千，用麦秸点一堆火烤地里刚挖的红薯。天黑得早，孩子们常
常玩得忘了父母的叮咛，回到家免不了屁股上被父母拍出红印。

那天，我从村里回到家，女儿委屈地说：“老爸，您在村里快7
年了吧！我上高中时，您就开始驻村。如今我大学毕业了，您也没
回来。其实，我心里特别崇拜您。我知道您在乡下的生活很艰苦，
但是您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听了女儿的话，我特别欣慰，再苦再累
也值得。

农民的冬日就是在全家人一天天吸溜着热汤中度过的。知岁
一寒，又是一冬，当村庄上空一缕缕炊烟升起，冬日又散发出它迷
人的气息，愿我们都“所得皆所期，所求皆所愿”。

（作者为河南省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驻鲁山县辛集乡
白村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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