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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力力推推动动陕陕南南区区域域医医疗疗中中心心建建设设
———社会各界谈“我眼中的安康市中心医院”

在安康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里， 安康
市中心医院不仅仅是一所医疗机构， 更像
是一盏生命的灯塔， 默默地守护着人们的
健康。

走进安康市中心医院， 映入眼帘的是
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 在这里，导医们总是
面带微笑， 热情地为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
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无论是指引科室位
置，还是解答各种疑问，导医都耐心细致，
让人感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 记得今年三
月陪家人来看病，初进医院时一脸茫然，导
医一眼就看出了我们的困惑， 主动上前询
问， 并用清晰简洁的语言为我们指明了方
向，瞬间就让我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医院的科室设置齐全， 涵盖了各个领
域，满足了不同患者的需求。 从感冒发烧到
疑难病症， 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的诊疗方
案。 以心血管内科为例，这里汇聚了一批经
验丰富、医术精湛的专家。 他们不仅熟练掌
握各种先进的治疗技术， 还时刻关注国际
前沿的医学动态， 为患者制定最优化的治
疗方案。 我的邻居姚大爷患有严重的冠心
病， 在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接受了专业
的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极大改善。 姚大爷常
说：“是这里的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
打心底里感激他们。 ”

在产科值班室的墙上， 挂着患者送的
128 面锦旗，护士长杜小花最珍视的却是抢
救室的一张旧病床。 去年除夕夜，她们在这
里抢救了一位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产妇，连
续 18 小时未合眼。 当新生儿发出第一声啼
哭时，产妇丈夫红着眼眶说：“杜护士长，你
们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 ”她却说：“这不
是我们几个人的功劳， 是整个团队在托举
生命。 ”

除了强大的医疗团队， 医院的医疗设

备也十分先进。 超高端螺旋 CT、3.0T 核磁
等设备，为精准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
些设备就像是医生的“火眼金睛”，能清晰
地发现患者身体里隐藏的问题， 为后续治
疗奠定了坚实基础。 有一次，一位亲戚因为
头痛难忍去医院就诊，通过超高端螺旋 CT
的细致扫描，医生们很快找到了问题所在，
并及时进行了治疗，症状迅速得到缓解。

在服务方面， 安康市中心医院也下足
了功夫。 “一次挂号管三天”的便民举措，让
患者无需重复挂号缴费， 节省了时间和费
用；无节假日门诊的推行，切实解决了上班
族和学生族“看病难”问题；“全院一张床”
管理模式，打破了科室之间床位的界限，让
患者住院不再需要漫长的等待；“互联网+
护理”服务，为术后恢复期患者、行动不便
的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提供了贴心的上门
护理服务，真正做到了“患者少跑腿、数据
多跑路”。 这些人性化的服务，让患者在就
医过程中感受到了满满的温暖。

安康市中心医院还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通过“党建+专科联盟”与全市 12 家县
级医疗机构建立紧密联系， 帮助基层医院
提升诊疗技术、完善学科建设、培养人才。
这种帮扶不仅提高了基层医院的医疗水
平， 也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为当地患者的生命健
康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我眼中， 安康市中心医院就是这样
一所充满温情的医院。 它用精湛的医术、先
进的设备、 贴心的服务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为安康人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它都将继续在医疗事业
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成为人们心中最值得
信赖的健康守护港湾。

（作者单位：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大约因为我是在安康市中心医院出生的缘故，我
对市中心医院有着非同寻常的感情。 据说我出生时很
艰难，负责接生的杜大夫急出一头大汗。 杜大夫后来
在 1983 年的洪灾中不幸罹难， 母亲还专门给我讲了
她的事迹，说她是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 此后，但凡从
医院门口经过，我心里就会生出深深的敬意。

说起来也有些奇怪，我生命中的几个重大转折都
与市中心医院有关。

幼年时我体弱多病，扁桃体肿大，差不多每个月
都发炎，住院、打针是家常便饭。 这样，我就要经常和
中心医院的儿科大夫、护士阿姨们打交道。 记忆中，大
夫们总是温和又耐心，打交道多了，就像亲人一般。 有
位唐大夫，平时在街上碰到，也会关切地询问我的身
体状况，嘱咐母亲或父亲，平时应该怎样预防感冒、饮
食应该注意些什么、如果发生高烧惊厥应该怎样急救
等。 直至我长大，有时碰见，他还会热情地说：“嘿，长
这么大了。 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哩。 ”的确，我就是在
中心医院医生护士们的呵护下慢慢长大的。 至今，我
还记得护士阿姨们的幽默和智慧，比如，准备扎针时
若无其事地问我，“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 ”在我回
答的瞬间，针已经打完了。 在幼小的我心里，那些护士
阿姨就是神仙般的存在。 她们会治我的病、解我的痛，
会像亲人一般对待我。

2014 年，我京漂 12 年归来，带着满心的疲惫和失
意回到生我养我的安康。 最让人沮丧的是，由于常年
在电脑前伏案工作，我体重达 190 斤，患了严重的胃
病。 父母非常焦虑，母亲找了在中心医院血液科工作
的朋友方晓蕾。 方大夫带我去见胃病专家郭大夫。 按
常理，郭大夫治疗我的胃病就算尽责了。 但郭大夫在
诊断结束后， 异常严肃地给我讲了肥胖对身体的危
害，强调必须锻炼减肥，并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你
还这么年轻，应该有信心锻炼减肥，体重减下去，胃病
不治而愈，你的人生也会发生重大变化。 ”还问我，“怎
么样，年轻人，有信心吗？ 用 3 个月时间，体重减 30
斤，然后再来找我。 ”我勉强说了个“有”字。 这次诊断，
郭大夫不仅给我开了胃病治疗药方，还给我开了珍贵
的精神治疗药方。 当天吃过晚饭，我就徒步去香溪洞
锻炼。 在这之前，我多次想锻炼，都没有行动起来。 郭
大夫的一番教导，竟让我开启了锻炼的历程。

锻炼是艰苦的。 坚持锻炼不仅需要莫大的勇气，

更需要超常的毅力。 而减肥，绝对是对意志力的考验。
许多次，我想放弃，但郭大夫那严厉的语气以及 3 个月
的约定，促使我坚持了下来。 紧接着，奇迹就发生了。 3
个月后，我成功减重 60 斤，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焕
发的勃勃生机，连我自己都很惊讶，胃病也没再复发，
当然也就没有再去找郭大夫。 但郭大夫给我的人生教
诲，却永远铭记在我心里。

2015 年，我父亲下乡工作时被毒蚊子咬了，右腿
肿得像罐子，引起高烧。 家里人都劝他去医院，他坚决
不去。 后来在我们的强迫下勉强去了中心医院发热门
诊部治疗。 接诊的女医生说，这种情况容易引起血栓，
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父亲一听就火了，说：“这么个小病
住什么医院，你们就是骗子。 ”说罢，起身就走。 女医生
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 我们也非常尴尬，只好跟
着父亲走。眼看要出医院大门了，女医生追出来说：“你
父亲年龄大了，比较固执，但你是年轻人，应该知道这
个病的可怕。 我再次强调，你父亲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如果再拖下去，他那条腿可能就废了。 ”一旁的父亲听
了这话， 似乎有所震动， 自语道：“这女大夫还挺负责
呀！”我则对女医生连声道谢。父亲住院之后，慢慢了解
了自己的病情，对那位女医生感激不尽，很多年后还常
常提起。

有一年去体检， 让我对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印象
更好了。 每年 12 月份体检中心总是人满为患，每个检
测项目都需要排队，彩超检查更是如此。一位年龄较大
的女性因喝水量不够，无法准确检测，反复两次，她也
烦了，一边往出走一边说：“不检查了，不检查了，冷冰
冰的矿泉水把人喝得难受的。 ”这时，检测医生跟出来
说：“阿姨，你的膀胱似乎有问题，必须再做仔细检查。
你就忍耐一下，再喝瓶水吧，慢慢喝，不要急。 ”我闻言
抬头一看，那医生非常年轻，模样文雅，语气温和而坚
定。 我不禁感叹，真是个认真负责的好医生。 再次检查
时果然查出了问题，那位女士也是千恩万谢，当即就去
办理了住院手续。

一个城市的医疗水平和医护人员的医德医品，与
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关。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康本地人，
我因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责任意识
而安全感倍增。作为在他们呵护下长大的青年，我对他
们一直心存感激和敬意。

（作者单位：安康市群众艺术馆）

每次经过安康城区， 都能看见一座
白色大楼， 墙上镶嵌着 “安康市中心医
院”几个大字。 每次看到这几个字，我心
中就会涌出敬畏、感恩之情。

2023 年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 我正
在上班。 下午 5 点多，急促的电话铃声响
起，我抓起手机，电话另一端传来妻子十
分疼痛的声音 ，“你能不能请假回来一
下，我肚子痛得不行……”

听完妻子的电话， 我让她先喝止痛
药在床上休息，随后给领导请假，马上联
系车从麻柳镇往紫阳县城赶。

麻柳镇到紫阳县城最晚一趟班车在
每天中午 3 点半， 当时已经没有开往紫
阳的班车了。 我拜托好友贺老师帮忙，贺

老师听了我的情况后，二话没说，自己开
车把我送到毛坝镇汽车站， 我从毛坝镇
坐班车赶回紫阳家中。

回到家后， 我又联系妻子的侄女婿
罗云兵用车将我们送到安康市中心医
院。 当天，通过高科技仪器筛查，妻子被
诊断为急性胆结石，需要做手术。 由于妻
子血糖较高， 医生先为她挂上了消炎止
痛的点滴以及其他药物。 第 4 天血糖恢
复正常后， 妻子被医生和护士们送进了
手术室。

我在外边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 4 个
多小时，医生端着白色托盘出来了，告诉
我手术非常成功，胆结石已经取出来了，
并让我看盘子里玉米粒大小的石头与切

除的胆囊。
为妻子做手术的是一位姓熊的医

生。 但当时熊医生戴着严实的口罩，做完
手术后很是疲惫， 而我也因太过关注妻
子的状况忘了道一声谢谢！

这些医生护士每天穿梭在这栋大
楼，不遗余力，千方百计，挽救生命，解除
患者痛苦，为每个家庭送去希望。

我们无须知道他们真实的样子 ，只
要记住，是他们用奉献和爱，为患者减轻
了痛苦。 单凭这一点， 我们就应该为他
们———安康市中心医院的全体医务人
员，点赞！ 致敬！

（作者单位：紫阳县麻柳镇人民政府）

二三十年前，我喜欢饮酒。 那时，只要
有时间， 只要有两个菜， 如果遇到合适的
人，必饮酒。 一饮起来，便没长没短昏天黑
地。

现在，偶尔和朋友聚会，我也不多喝，
甚至不喝。 有人就拉长着脸说：“咋的，是人
不合适，还是酒不好？以前挺能喝的吗？”然
而，无论朋友如何激将，我都不为所动。

真正让我对酒敬而远之的， 是藏于心
底的某些温言细语。 每逢酒场，它会在心中
提醒我。

12 年前暑假的几天里， 我有些头晕，
精神也不太好。 妻子建议我去医院检查一
下。 其实，在妻子建议以前，我也准备要去
检查： 一是妻子刚下岗， 我是屋里的顶梁
柱，身体不能出任何差池；二是儿子还小，
我要努力托举他； 三是我最喜欢的二哥因
突发脑出血离世，我怀疑自己也有高血压。

附近的医院不少。 到底去哪家检查呢？
妻子说， 去市中心医院吧， 那里的设备先
进，检查结果也准。 本来我还想说，现在哪
家医院的设备不先进呢？ 可看到妻子关切
的眼神后，我闭了嘴。

来到中心医院，办完住院手续后，我在
病房静养，第二天开始做各种检查，血压每
天量 3 次。 连续几天检测后，一天早上，主
治大夫把我叫到医务室，他一边看着数据，
一边告诉我 ：“你的高压是 175， 低压是
110，根据检查，你确诊为高血压三级。 ”

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 尤其是听到
“三级”一词，感觉天都要塌了。 大夫看到我
紧张的表情，安慰我现在高血压患者很多，
只要按时服药，注意休息，清淡饮食，血压
就能降下来。

住院的头几天里， 我总想起去世不久
的二哥。 众多的亲兄弟中，二哥最关心我，
我也最喜欢二哥。 二哥魁梧英俊不说，也很
讲情义， 还很能干， 方圆几十里是出了名
的。 这样一个人，却因为高血压永远离开了
我们。

因为心里太紧张，所以每天喝着药，血
压还是降不下来。 一天，王大夫下班前，专
门来到我的病房， 笑着对我说：“今天感觉

怎样？ ”我说了自己的情况后，他给我打了
个比方：“血管就像一条公路， 想的问题就
像行驶的车辆，如果车辆太多太快，事故肯
定就多，所以要少想问题，尤其不能想那些
过于让自己激动的问题。 ”

此后，王大夫每天下班前，都要抽时间
来病房跟我聊一阵子。 通过聊天，王大夫知
道我还喜欢喝酒，便对我说：“酒这东西，一
旦过量，危害就多。 对高血压患者来说，最
好是不喝，如果想喝，一定不能过量，更不
能喝义气酒、情绪酒。 ”王大夫说得亲切真
诚，我听得入心入脑。

那段时间，每天除了吃三顿饭，我就在
病房里看书。 病房里凉快、清静，是看书的
好地方。 一天下班前， 王大夫又来到我跟
前，当时我读得非常投入，都没感觉到他来
了。 这时，王大夫笑着说：“李老师，您喜欢
阅读，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但作为高血压
患者，我建议您读书时间不宜过长。 ”王大
夫还跟我聊了如何做到清淡饮食、 如何提
高睡眠质量、 怎样锻炼才是合理的等一些
话题。

经过十余天的留观调理， 我的血压变
得平稳，没有其他大问题，我可以出院了。
办理出院手续时， 王大夫又对我说：“回家
以后，一定要记住按时服药，要注意休息，
尤其是要保持一颗平常心。 ”

回家以后，我经常想起王大夫的话。 我
常常想，王大夫与我非亲非故，但他耐心细
致地告诫我提醒我，是为了什么呢 ？ 这恐
怕就是王大夫医者仁心的体现 ，他希望
患者尽快好起来 ，希望患者拥有更幸福
美好的生活 。 他对患者的爱心和耐心，
不但体现了他高尚的医德和敬业精神，还
体现了中心医院 “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
务”的宗旨。

十几年来，因为谨遵王大夫的医嘱，我
的血压比较稳定， 精神状态也好。 遗憾的
是，一直以来，我没有记住王大夫的全名，
只好继续称呼他为王大夫了。 衷心地祝愿
王大夫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作者单位：安康市恒口示范区大同
初中）

5 年前，正是夏季农忙时节，突然接
到父亲电话，他焦急地告诉我母亲劳作时
晕倒了。 我立马放下手头工作，驱车回老
家接母亲到市中心医院检查。 经过抽血
化验、心电图检查，医生告诉我，母亲血糖
高，突发晕厥是因为低血糖，建议住院治
疗。

母亲不识字，入院没人照顾不行，但
当时正是收割庄稼的农忙季，父亲显然指
望不上。 办完入院手续，我顺路去医院体
检中心取我的体检报告，赫然发现我的血
糖竟然比母亲还要高。 想着不妨我也住
院，既方便照顾老人也顺便调理下自己的
身体。

于是，我也办理了入院，并被细心的
护士安排与母亲住进了同一间病房。 每
天早上，当晨光透过百叶窗，洒在并排的
两张病床上时，护士也来到了病房，轻柔
地给我和母亲挂针，叮嘱我们按时服药。
每天护士都要来病房七八次，详细询问我
们吃了什么喝了什么，总是不厌其烦地提

醒要管住嘴，不能乱吃。
住院的日子里，主治医师成了最特别

的人生导师。他认真分析我和母亲的饮食
结构，分别制定降糖方案，查房时还不忘
语重心长地叮咛：“血糖波动和不规律饮
食密切相关，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饭局。”
并苦口婆心地劝说：“高脂高油高盐的饭
局，一吃就是几个小时，一个菜吃一口，合
起来就是一盆，管不住嘴，谁都治不了你
的病。 ”

身体已经亮起红灯，医生的话哪能不
听。因为性情直爽，又擅长讲笑话逗乐子，
虽然不会喝酒，朋友们聚餐总喜欢把我拉
上。于是，工作时久坐不动、下班后暴饮暴
食。 医生的劝说和叮嘱，让我开始重新审
视那些饭局，到底是身体健康重要，还是
赶场子重要？ 结论当然不言而喻。

在医院的 10 天里， 我和母亲一起吃
药打针、一起锻炼，互相监督，母子携手战
胜高血糖。 出院后，医生的叮咛我一直记
在心里。 我自觉推掉了无意义的饭局，每

天自己动手调配饮食，早晚坚持运动一小
时，业余有点时间就读书、写作。经过一段
时间的调理，原本拖沓沉重的步子轻盈了
不少，整个人神清气爽，焕发出新的活力，
同事见到我都不免要打趣几句：“身体有
型，走路带风。 ”

此后，我便成了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的常客，每隔两个月都要去问诊买药。 无
论迟去早去，护士都认真负责，医生也会
详细询问我的血糖监测情况，叮嘱我要按
时检查身体，不能吃的坚决不吃，管住嘴、
迈开腿。

回想在市中心医院控糖的这几年，医
生不仅用先进的医疗设备监测我的血糖
指标，更以专业的建议引导我调整生活方
式，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健康应该是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健康。 在追求健康的路上，让
我们学会审视自我、规划生活，真正实现
从身体管理到人生管理的蜕变。

（作者单位：市政协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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