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让我对这家医院产生信任，是在女
儿两岁半时的那个周末。

那时的周末，只有星期日一天。 周六的
傍晚，我下乡回来，见房门上锁，寻问邻居才
得知，女儿因病住院了。 我急忙让同事骑上
摩托车把我送去， 进门一看就吓了一跳：女
儿因腹泻已严重脱水， 躺在床上面无血色，
身体无力。 同事的小孩有过这种危险经历，
他当下建议我赶紧到安康地区医院去找儿
科的刘连泰主任，并说那是他家小孩的救命
恩人。 我们顾不得办理出院、转院手续，抱起
小孩就朝地区医院赶。 进了科室，得知刘主
任刚下班走了， 我们就朝后边的家属院跑。
奔到他家楼下， 见到刚上两个台阶的刘主
任，同事喊了一声，刘主任转身下来，看一眼
孩子的脸色和舌苔，问声“咋拖成这样了？ ”
还没等我回答，他就催道：“快到儿科去！ ”我
们跟着他，一路小跑地进了住院部，他顾不
得擦一把脸上的汗水，当下进行检查，并让
一位护士协助办理住院手续。 诊断出初步结
论后 ，他先开口服 、注射药物 ，实施紧急抢
救，再开化验单子，做进一步检查。 忙了近一
小时，直到一切检查结果出来，并见孩子服
药 、打针后脸色好转 、四肢有力 、也能说话
了，他先让我们给孩子吃点流食，自己才十
分疲倦的回家吃饭。 当晚十一点多，他走进
病房，与小孩说了几句话，又看了下舌苔和
眼睛，便说没事了，脱离危险了，叫我们放心
休息。 第二天中午，我正准备给小孩买饭吃
时，刘主任又来了，告诉我们可以出院了。 我
没想到会这么快， 当下激动的有点语无伦
次。 更没想到的是，当我问他要开什么药时，
他说不用开药，回去好好吃饭就行了。 当我
们走出儿科大门时，他追出来，拉着孩子的
小手， 声音温柔地交待说：“给爷爷保证，不
喝生水！ ”孩子睁大双目点着头，自此记住了
“不喝生水”这一医嘱，不仅自己养成了良好
的习惯，还时常用来提示他人。

那时我刚进城两年， 女儿的这次求医，
算是我的家人首次在安康地区医院住院。 刘
连泰主任那及时、迅速的救治行为，细心、耐
心的态度，科学、求实的作风令人心生敬意。
他那不浪费病人一点时间的行事风格，不让
病人多花一分钱的体贴之情，连一支烟都不
收的高风亮节，生动阐释了“医者仁心”的深
刻内涵，让人铭记于心，不能忘怀。 自此，我
的家人和亲人，都把这家医院当成了自家的
医院。 直到改为安康市中心医院后的这么多

年，谁一有病，首选必是这家医院。 而后岳
父、大嫂、二姐和妻子、妹夫等人的几次住院
经历，用铁的事实让我们对这家医院更加信
赖。

我自己对安康市中心医院的深度体验，
是四年前的一次住院经历。

初秋时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到内分泌
科来查病， 门诊部和住院部测空腹血糖后，
主治大夫认为指标很高，当即叫来护士长安
排床位，让我及时住院治疗。 马不停蹄地做
了一上午的检查，中午我躺到病床上，看完
6 张报告单，得知自己患上了“糖尿病”这个
终生相伴的慢性疾病，着实接受不了这种突
如其来的严重打击， 人一下子变得精神萎
靡、神情恍惚了，相伴而来的茶饭不思、寝食
不宁和焦躁不安、心灰意冷，让人一夜之间
成了有气无力、沉默寡言的小老头。 责任护
士张玉雪发现后， 先是和我妻子单独谈心，
让她克服恐惧心理，振作起来，帮我减轻心
理负担，积极配合治疗。 然后，她把我带进健
康教育室，让我坚持每天下午看一小时《糖
尿病防治知识讲座》，学些科普知识，做个明
白患者。 接着，她教了两个方法：每日三餐及
空腹、睡前测量血糖，以便在观察中明白怎
样“管好嘴”；每次餐后走路半个小时至五十
分钟，以利在运动中学会如何“迈开腿”。 过
了两天，她加了我的微信，把我拉入一个“糖
友群”，在交流中学习知识，掌握方法，同时
给我找了两本基础知识图书。 通过一周的学
习，我基本明白了糖尿病是什么、吃什么、怎
么治这三大主要问题，脑子豁然开朗，浑身
轻松了，精神振作了，能愉快接受治疗并能
积极配合治疗了。 出院之后，我严格按照主
治大夫和小张关于“管好嘴，迈开腿”的操作
方法来调理生活，并买了一套丛书，订了一
本杂志，上了百日网课，由此学会了与疾病
和谐相处。 经过半年努力，血糖得到有效控
制，工作、生活步入正常。 随后我每年去复
查、调理一次，让身体渐渐健壮起来。 小张不
仅在“糖友群”进一步指导，还鼓励我将心得
体会整理成文，发表在《糖尿病之友》等报刊
上，分享给全国各地的糖友。

从刘老到小张，从大夫到护士，他们用
行动书写的医风是：责任，担当！ 从女儿到我
自己，相隔几十年的生命体验，让我们及我
们的家人、亲人、友人对安康市中心医院形
成了一个共识：值得信赖！

（作者单位：安康市图书馆）

只是平常的三个小时等待， 今天却像是度过了漫
长如黑夜的三年， 紧张而焦灼的我如无头苍蝇般在市
中心医院手术室外的楼道里来回踱步，白色的墙壁，白
色的走廊，穿着白大褂的白衣天使来来往往，刺鼻的消
毒水味道刺激着我的感官，心揪成一团，满脸泪痕，只
能强打精神虔诚祈祷：“妈妈，您一定要坚持住，苍天保
您平安！ ”

坐在冰凉的椅子上，头深埋进膝盖，手指插进头发
里，身体佝偻成“C”型，我觉得自己很紧张很无助很孤
单。 突然，一双温热的手环抱住我的肩膀，我缓缓从双
膝间抬起头来，眼前是一直负责照顾妈妈的王护士。 看
着我疑惑的眼神， 她用一贯温柔的嗓音宽慰我道：“不
要太紧张，放轻松！ 今天的主刀大夫是医院最有经验的
陈大夫，医术精湛，医德高尚，请相信他一定会治好你
妈妈的病！ ”说完后，她用温热的手掌紧紧地握住了我
冰凉的手。

“看得出，妈妈很爱你，她担心你承受不住，再三请
我一定要来看看你，给你鼓励，给你力量，只有身边的
人坚强，充满正能量，病人才能更快地好起来。 ”看着她
关切而清澈的眼神，感受着双手传来的阵阵体温，我似
乎获得了无形的力量。

这之前，当主治医生杨医生告知我，妈妈要进行一
次手术时，仿佛石头击中了我的头，嗡嗡作响。 短暂的
沉默后，医生对我说：“不是大手术，但是手术会有一定
的危险，没有人能保证 100%成功，我跟你的妈妈已经
沟通过。 她的心态很好，很乐观很要强，她更担心你，希
望你坚强。 ”这一刻我的心里似打翻了调味瓶一般五味
杂陈。

我努力平复心情，草草拢了拢头发，疾速地向病房
走去。 手机短信来了，是杨医生，他叮嘱我一些术前护
理的知识， 最后一句话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爱自
己的母亲， 没有哪个医生会轻松放弃生命。 请相信医
学，相信大夫医术，相信你的母亲，一切都会好起来！ ”

看着手机里温暖如春的话语，眼泪再次融化 ,手依然颤
抖不止，但心却慢慢平复下来。

回到病房，妈妈还在输液，她熟睡。 我无精打采地
靠在病床边想着心事。 王护士微笑地来到我的身边，她
为妈妈换了一只暖水袋，我居然忘了这件事。 只见她熟
练地把暖水袋放进妈妈的手臂下， 把输液管放在暖水
袋上，药瓶很凉，这样可以让病人输液时不那么寒冷，
还顺手压实了被子，我感激地朝她挤出点笑容，她用力
压了压我的肩膀，摸了摸我的头便轻轻走出去，临出门
还望了我一眼。 过了几分钟，她又回到病房，顺手又递
给我一个热水袋。 王护士总是这么和蔼可亲， 心细如
发，这几天我不在的时候，都是她帮妈妈按摩舒压，替
妈妈翻身，帮助上厕所，这些小小的细节让我内心无比
的感激和内疚。 看着她笑盈盈的脸，我接过热水袋，偎
在脸上，她轻轻地对我说：“要坚强！ ”一时间，一股暖流
涌上心头，面对着无言的鼓励，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手术室灯灭的刹那，我焦急地冲向门口，直到医生
出来对我说：“手术很成功！ 一会儿就送病人回病房，家
属注意这几天的护理。 ”我如释重负，这些天的难过、焦
急和揪心一扫而光， 我的心脏终于妥妥回到原来的位
置,周围的一切都明亮起来，善良的王护士激动地拥抱
着我说：“看，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紧紧地抱住姐姐一
样的王护士，高兴地用力地点了点头，我情不自禁地向
着他们深深地鞠躬，诚心感谢这里每一个人。

医者仁心， 当我再次站在病房里看着窗外灯火辉
煌的医院大楼时，远处街灯明亮闪烁，我的心情亦平静
而舒畅。 我在想， 当这些医护人员如和平鸽般衔着橄
榄枝为每位病人送来希望的福音时， 那些温柔的鼓励
及抚慰便是最灰暗日子里的一团火， 在病人和家属的
心里燃烧，那刻骨铭心的“白色温柔”更如七彩的阳光，
照耀我度过了那个潮湿而又寒冷的冬天， 直至春暖花
开……

（作者单位：安康市市政园林处）

父亲一生身体不好，上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因为身患脉管炎，
曾多次前往当时他们口中的“地区医院”住院。 小时候，总觉得“地区医院”
很神秘，感觉那就是身边所有人认知中最好的医疗机构。 每当父亲住院，总
是天天盼望着他能早日返回。 因为父亲返回后，会带一些甘蔗和铁皮小青
蛙、塑料飞机、车车、枪等玩具。 可以说，父亲住院这件事，以及住院带回的
礼物，承载了我半个童年。

我老家说偏远也偏远，说不偏远也不偏远。 说偏远，是它距离县城还
“隔河渡水”。 说不偏远，因为它是全县唯一一个通火车的镇，当时到安康城
区比到县城方便、快捷，依稀记得乘火车到安康，车票是 3.5 元。镇子地理位
置特殊，那个年代虽然物资匮乏，但时不时也会听到周围人前往“地区医
院”看病、住院的大事。 大家心目中，“地区医院”是神圣的，都认为镇上“地
段医院”治不好的病，送到“地区医院”就一定能治好，那是农人们对生命最
后的寄托。

后来到县城参加工作，免不了要去医院寻医问药，但总是在想，要是上
级医院定期派医生到县上帮教、指导该多好，这样就能在县城享受到更好
的医疗服务。 直到有一次到村采访，见到村活动室门口一排大桌子前后围
满了人。 一打听才得知，市中心医院和县医院的医生在村上开展义诊活动。
后来市中心医院和县医院联系慢慢就变得密切起来。 市中心医院与县医院
签约了战略合作协议，还在县上建设了分院。 再后来，老家一位亲人在县医
院住院，我去看望，发现县医院设施已焕然一新，医护人员面貌也有了很大
改变，病人对医院的好评也多了起来。 县医院的变化，与当地党委、政府的
重视和决策密不可分，与市中心医院的帮扶，一定也有关系。

在上级媒体跟班学习期间，老师曾布置过一个选题，就“基层医院落实
分级诊疗制度状况”进行调研。 我曾跑过西安莲湖区、雁塔区等一些诊所，
了解过省上一些重点医院，还采访了市中心医院、县医院医务人员和就医
群众。 在群众的口中，听到了很多对市中心医院的好评。 听说我是安康人，
还有很多医生称赞杨小翠、鄢邦重、杜联江、陈鹤鸣等一些专家。 听到安康
的专家被省上的专家肯定，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当时说话都感觉“腰杆子
硬多了”。

什么样的医院是好医院？ 过去，群众眼中的好医院，是能将疾病治好的
医院。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现在一所好医院，就是要建设“优
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 除了要能为群众解除病痛、治

愈疾病外， 还要更多地关注如
何满足群众多层次、 多样化的
需求，将服务的中心从“治病 ”
转向“健康”层面。

如今， 每当驱车经过繁华
的金州路， 看到修葺一新的医
院大楼， 看到人来人往有条不
紊就医的人群， 看到把车位全
部留给就医群众、 每年组织职
工无偿献血几万毫升、 百名专
家走基层义诊……这些温暖人
心的消息后，我完全相信，安康
市中心医院正在步步向好 ，逐
步成为我心中家乡的那所好医
院。

（作者单位：安康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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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说起安康市中心医院， 总让我
心里想起父亲住院的故事， 就连大字不
识的母亲也会经常跟人念叨……

时间回到十年前的深冬， 父亲躺在病
床似睡似醒，脸色苍白。我紧紧抓住父亲的
右手，不停地大喊着“爸爸，爸爸……”张医
生说， 你爸爸刚做手术， 不能让他睡着
了。

父亲真的病倒了， 我很少有机会这
么近距离端详着枯瘦如柴的父亲。 他仰
面躺着，面容消瘦，嘴唇干裂。 他的手掌
粗糙， 有些硌人扎手。 我怕他真的睡着
了，牢牢攥紧他的右手，轻轻揉搓着手指
头、手心、手背，弟弟用沾水棉签擦拭着
他干裂的嘴唇。

父亲左手小臂 ，插着针头 ，正在输
着液。 他的眼睛半睁半闭，似乎要睡过
去了。 张医生让我使劲叫他：“爸爸，爸
爸……”父亲的嘴唇很微弱地动了一下，
眼睛睁开了一丝丝缝隙，很无力的感觉。

张医生看出我急切的心情， 一边指
导护士输液，一边帮助我们疏导情绪，不
停地安慰说：“这个病送来较晚， 但当天
就安排了手术，现已度过危险期，是不幸
的万幸。 ”

这一次住院， 父亲因胃上长了一个
恶性肿瘤， 堵塞了肠道， 需要做切胃手
术。 术后，张医生将切除的组织送去做病

检后告知我，“癌细胞已经扩散了， 你们
早来俩月就好了 ， 现在已经是胃癌晚
期。 ”

张医生哪里知道， 我们做子女的曾
多次劝说父亲到大医院做个体检， 可固
执的父亲总是以种种理由拒绝。

父亲做完手术不能吃东西， 连水都
不能喝，完全依靠输液支持。 每天到晚打
十几瓶液体，常常挂到凌晨一点多。 每次
护士来打针量血压的时候， 总是亲切地
叫着：“王叔，有哪里不舒服吗？ ”好似这
床上躺着的，就是她们家里的亲人一样。
我们日夜守候着父亲， 值班护士每隔一
个小时都要来量体温， 张医生也每隔几
小时就会来检查一次， 还在调休日过来
陪父亲聊聊家常。

张医生说：“王叔，现在知道疼了。 这
都怪您年轻时拿命赚钱，干活不惜力，饮
食没规律。 现在就让娃们好好照顾您，养
儿就要在生病时来麻烦的， 想吃啥让他
们买，别舍不得让他们花钱。 ”

父亲是最勤劳的庄稼汉， 节俭舍不
得花钱。 当听到张医生一番话后，瞬间精
神起来，侃侃谈笑起来，就像小孩子那样
开心。

自此，天生倔强的父亲，谁的话都不
听，唯独听张医生的。 随后，在一次化疗
时，因张医生休年假不上班，他硬要让张

医生给治疗。 张医生当时去了安康火车
站准备乘车外出旅游， 让妻子把车票改
签后，张医生立即打车回到医院，帮助父
亲化疗结束才出发， 比预计行程整整晚
了六个小时。

还有一次，父亲烟瘾犯了，母亲和全
家人都极力阻止。 父亲急中生智说，不听
你们胡咧咧，我给张医生打电话。 张医生
接到电话笑着说：“王叔， 您现在手术恢
复蛮好，化疗效果也没啥问题。 您想抽就
放在鼻子闻闻，我建议您最好别抽。 ”父
亲有点不情愿地说：“张医生， 那我还是
听你的，不抽了。 ”

岁月的车轮碾过春夏秋冬， 许许多
多的往事早已随着时间遗忘， 唯有安康
市中心医院及张医生让父亲多活了八年
这件事， 虽时间久远却清晰地装在全家
每个人的心里，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每次说起父亲的情形， 母亲总会感慨不
已：“一个普通老百姓， 遇到如此负责的
大夫，是你父亲的幸运，也是咱全家的福
气! ”

这就是属于我心中的安康市中心医
院，最深的记忆留给了那个冬天，留给了
那些用心照护、用情陪护、用爱守护的护
士，留给了那位敬业奉献、心系患者的张
医生，留给了把患者当亲人的仁爱医风。

（作者单位：安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父亲住院
□ 王典根

如果有人问：“安康最好的医院是哪
个？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安康市中
心医院！ ”

记得 2004 年，我老家汉滨区坝河镇
的一位叔父， 在和乡亲们修筑平利到旬
阳公路时，用炸药炸山开路，一块高速飞
来的利石， 不偏不倚打在了叔父的右手
上，手掌断裂，鲜血喷涌，叔父顿时晕了
过去。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反应过来后，
匆匆忙忙找来藤条和树木做成担架 ，抬
着叔父，穿过布满荆棘的大山，来到镇卫
生院， 卫生院医生见状， 说：“我们治不
了，你们赶快送到城里大医院抢救，慢了
会出人命！ ”乡亲们在卫生院进行简单包
扎后，找了一辆私家车，在颠簸的土路上
走了两个多小时终于进城。 由于时间过
长、失血过多，叔父脸色苍白、昏迷不醒，
乡亲们直接把叔父送到了安康市中心医
院，医院迅速进行会诊，紧急进行截肢保
命手术， 经过医生们八个多小时紧张忙
碌的工作，手术获得成功，叔父的命终于
保住了。 现在提起这件事，叔父还是激动
地说：“多亏中心医院， 是他们给我捡了
一条命！ ”

2012 年， 母亲脖子上不知什么时候
悄悄长了一个软软的核桃大小的肉疙

瘩，我们以为是甲状腺肿大，自己买了一
些药物服用，结果药越吃长得越大，我们
赶紧把母亲送到城区一家医院检查 ，拍
片过后，医生看来看去把持不准，说怕是
恶性肿瘤， 建议我们到安康市中心医院
治疗， 我们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市
中心医院挂号，在耳鼻喉科，见到一位瘦
高个子、戴着眼镜、五十岁左右的医生，
他问了母亲病情， 又用手捏了捏母亲脖
子上的肉疙瘩，然后拿来一枚银针，在肉
疙瘩上一扎， 那长了几个月的肉疙瘩竟
然在我们眼前神奇地消失了， 当我还在
惊奇之中，医生说：“没事了，回去休息几
天就好了。 ”回来之后，母亲脖子上再也
没有长肉疙瘩，一个月过后，那位医生还
打来电话进行回访，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从此过后， 我从内心里佩服市中心医院
医生高超的医术和细致的服务。

今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
了市中心医院护士长杜小花， 这位用爱
迎接新生命的 80 后“白衣天使”，拥有陕
西省围产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安康市护理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 、安
康市妇产科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安康学院《妇产科护理学》授课教师
等诸多头衔。 在十八年的工作实践中，她

勤奋工作、善于创新、细心服务，连续三
年被医院评为“十佳护士长 ”，带领护理
团队连续三年获得全院 “十佳护理创新
项目”，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6 篇 ，发明
专利 2 项， 填补了医院护理专业发明专
利空白。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真是对这位
年轻有为的护士长刮目相看， 也为市中
心医院后继有人而高兴。 杜小花说：“在
市中心医院，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务工
作者，比我强的医护人员还有很多，比如
我们总护理部主任蔡凯芳等人， 她们用
严谨求实、仁爱诚信、敬业奉献、开拓创
新的精神， 为广大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
医疗照护， 为我们带了好头、 做了好榜
样，我们没有理由不努力。 ”

如今，市中心医院的发展有目共睹，
成为陕南规模最大、专科设置最全、技术
实力最强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现在，每当我经过金州路，都会情不
自禁地朝着矗立在街道边那崭新高大的
市中心医院大楼多看几眼，我知道这座有
着一流技术、一流环境、一流服务的医院，
不仅是安康的王牌医院，而且每时每刻都
在迎接新生命、破解疑难杂症、救死扶伤、
创新工作，成为群众生命的“守护神”。

（作者单位：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生命的“守护神”
□ 柯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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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安康市中心医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