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8日 星期四
主编郑福荣沈长佑实习编辑张慧 美编曹明辉 校对罗霄 健康A07

“为什么要感恩医生，我讲3点。”67岁的
白石刚当过军人，也曾是地方干部，即使坐在
轮椅上，他的精神气仍在言谈举止间展露无
遗。他说，首先是心理上的安慰。白石刚是先
天性肾脏病，1994年出现症状，虽然一直配合
治疗，但还是无法控制肾功能的逐渐衰竭，对
尿毒症的出现，他开始了每周3次透析维持生
命的日子。

一开始得知自己的情况，白石刚非常沮
丧，常常问医生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医生告诉
他，能活多久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医生告诉
我，他们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现在医学技术
发展的非常快，只要积极配合治疗，就能活得
长。”就这样，在医生的鼓励下，他熬过了15次
手术，又坚持了近10年的透析治疗，现在的他
虽然病情比较严重，但比很多病友的病情都控
制得好。

让白石刚感恩的另一个原因是这个团队
完美配合的工作机制。“一次做透析时，我旁边
的病友突然低血糖昏迷，没有家属陪护，周围
的病友也都在休息，若不是医生频繁查看，发
现后立刻抢救，这位病友恐怕就救不回来了。”
白石刚见证了整个抢救过程，也看到医生用平
缓的语气和家属交代注意事项，他心里立刻为
这群医护人员的专业性和高素质点赞。

最后让白石刚感慨的还有沟通。“我生病
后脾气怪，总忍不住吵架，但来到这里后脾气
就改变了，因为这里的医生态度太好了。他们
对病人像家人一样，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
都让我感到暖心。”白石刚说，自己的血管又细
又深，非常考验医生的技术，每一次他都会先
和医生说明自己的情况，医生耐心听完，并判
断自己没有太大把握时，就会让经验更丰富的
医生来操作，“他们把病人当回事，我们当然要
感恩。”

在听白石刚说这些时，肾内科医生周艳
安静地坐在一旁，眼里泛着感动的泪花。她
没有想到，自己烂熟于心的工作机制都被病
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觉得我们做的一
切都值了。”

周艳和白老爷子认识多年，早就把白老爷
子和他老伴当成了亲人。虽然平时鲜少倾诉
感情，但周艳对老爷子的感激也非常多，“他是
最模范患者，自身病情控制得好，配合度高，很
理解我们的工作，他老伴护理得也非常细心，
感恩能遇到这么好的患者和家属。”
本报记者 王劲松 文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是很难相信一个患儿家属跟医生之间会有如此大
的信任度。

对于沙子（化名）来说，第一次见到省一院儿科主任医师米弘瑛还是在
2013年。那一年，他的孩子早产。

“当时，我的孩子提前了40多天出生，被送进了省一院新生儿重症监
护病房。那个时候我完全是懵的，只知道对于孩子来说每天都是生死关。”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沙子的眼眶湿润了，“多亏了米主任和他的团队，一直
在鼓励我们，让我们坚持下去，和孩子一起抗争。”

正是因为米弘瑛的鼓励与帮助，沙子和妻子陪孩子一步步走了过来。
但出院时孩子仍需要戴氧气面罩，该如何护理宝宝，成了夫妻俩最焦虑的
事情。“我们只能不停去询问医生，但米主任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

新手爸妈如何护理好早产宝宝，其实也是米弘瑛最头疼的一个难题，
因为他经历过不少这样的情况——千辛万苦救治成功的早产儿，回家后却
因得不到正确照护又重新回到医院。

接触得时间长了，沙子也开始和其他家属们一样亲切地称他“米大
爹”。在得知米弘瑛的难题后，他们一拍即合：建一个微信群，既方便了医
生指导家长，也让家长有困惑的时候可以找到医生。

2013年，这个“昆华医院早产群”正式建起来了。
很快，这个早产微信群就成了医生与患者家长之间紧密沟通的桥梁。

不知不觉，他们已经将这件事当成了公益事业。
微信群稳定后，每年5月，群友总会找一天进行聚会交流。“一方面是

交流感情，另一方面，大家都会带着孩子来，这些健康的孩子会给一些新的
早产儿爸爸妈妈们以最大的信心，减缓他们的焦虑。省一院儿科的医生护
士也会参加，给大家加油打气，无形中也增加了大家的信心，使得医患关系
更加和谐。”

米弘瑛表示，由于自己工作繁忙，微信群都由群主沙子管理，非常感谢
他付出的同时也有一种惺惺相惜。“这个群里都是早产儿家长，管理起来费
时费力，还要很多精力，有时候还得不到部分患者家长的理解，受到一些误
解，难度真的很大。”

米弘瑛表示，让他感到佩服的是，沙子坚持了下来。“一般的早产儿问
题，沙子都能够解决。来找我了，肯定是遇上了难题。我也尽我所能去帮
助他。”

如今，两人商量着准备出书，来帮助更多的患者及家属。“是帮助早产
儿家长如何护理孩子的书。沙子有身为家长的亲身经历，而我们有专业的
知识，刚好是大家需要的。”米弘瑛说。

每到周五，阳光斜射在内分泌代谢科的走
廊尽头上。这里总会聚集10多个人站好队，
等着队伍最前头一身白衣的护士调好音乐，摆
好姿势，开始科室最有特色的“治愈”项目——
学八段锦。

这是内分泌代谢科护士长张虹很早就想
做的事。她学会手操，让护士们每天带着病人
做，反响很好。她发现八段锦非常适合糖尿病
患者，就希望能在科室中推广开。5年前，一
位女性糖尿病患者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是我们科的老病人了，但每次来医院
复查，她的各项指标都在逐步好转，最重要的
是，她住院的时候每天都会在病房里练很标准
的八段锦。”张虹像发现宝藏一样开心，于是慢
慢和这位患者熟了起来，张虹叫她曹老师。

15年前，曹老师在一次体检中发现有严
重糖尿病，确诊后要定期打胰岛素，因为太痛
苦，曹老师开始寻求改变。太极拳、八段锦、广
场舞、游泳，运动加控制饮食，2年后，她已不
需要打胰岛素了。到现在，曹老师只需服用最
低的药量，就能维持很好的身体状态。

5年前，张虹先请曹老师教科里的医护人
员学八段锦。从此，科室的健康教育除了讲座，
还有每天的八段锦。但张虹仍然在想还能再为
患者做些什么，她把目标放在曹老师身上，因为
曹老师除了能教八段锦，还能从病友的角度开
导、帮助病人，作为模范病人的曹老师，也成了
医护人员在教育患者时的典型案例。

于是，张虹专门制作了聘书，聘请曹老师
为科室的志愿者。今年3月开始，每周五下
午，曹老师教学的八段锦开始常驻内分泌科，
除了住院患者，已经出院的病人也会风雨无阻
地在这个时间到科室报到。

曹老师愿意配合张虹的工作，是因为她知
道这个团队是如何为病人着想的。“她们对病
人有耐心，认真负责。”

这样的护患关系令张虹感恩且自豪，感
恩患者的支持和理解，自豪科室长期和谐的
医患关系。“我们科室的医护人员和很多病
人都成了朋友，他们会一起去爬山、谈心，一
起见证彼此的成长。”

儿科医生和患儿爸爸
做着共同的公益事业

护士和糖尿病患者
亦师亦友的护患情谊

医生和肾衰患者
每一分努力都记在心里

医患同行 感恩有你
他们一路从医患变成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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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很难吗？社会环境的错综复
杂，多种矛盾集中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因为关乎健康
甚至生命，可能任何一点问题都能成为双方的鸿
沟。但省第一人民医院（昆华医院）的3对医患朋友
认为，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并不复杂。他们相信，只
要有一颗懂得珍惜、感恩的爱心，无论命运如何，因
为彼此的相遇，这段医患的故事始终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