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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路
书斋 方明远）5月31日至6月6日，王
晓阳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分别在
伊川、汝阳、偃师、孟津、新安、宜阳、洛
宁、嵩县、栾川9个县（市）举行。报告
会上充满“泪点”，白求恩式的好大夫
王晓阳走进听众心间，掌声一次次响
起，泪水一次次被擦去……其事迹震
撼心灵，催人奋进。

报告团成员、郑州大学附属洛阳
中心医院心内科重症监护室护士长牛
晓华指着屏幕上的照片说，这张照片
是王晓阳病后重新回来上班时，同事
悄悄拍下的。2016年5月，病情稍有好
转、骨瘦如柴的王晓阳又回到医院，询
问每个病人的情况……画面对比带来
的视觉冲击，让不少听众眼睛湿润了。

报告团成员、该院心内科重症监
护室主任李松森说，在医院新大楼落
成即将投用前，极度虚弱的王晓阳执
意要大家陪她去新科室看看，并逐个
交代每一个细节。离开时，王晓阳
说：“科室的事你们要多操心，我不知
道自己能不能等到上新楼。”说完，王
晓阳又回头看了一眼新大楼。李松
森讲到这里时，会场更寂静了，听众
的泪水夺眶而出。

报告团成员、该院消化内科护士
长张红珺说，2016年6月，李松森继任
内科系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次支委会
上，李松森发言时眼圈湿润、声音哽
咽。大家问其原因，原来王晓阳专门
来到李松森办公室，详细交代了党务
工作要点，将党支部书记要做哪些工
作等，一点一滴详细告知。张红珺哭
了，不少听众也在默默地流泪。

报告团成员、该院主管护师张莉一边流泪一边说，2016年9月
20日，在组织的见证下，躺在病床上的王晓阳从各种治疗仪器中
腾出她那只消瘦的手，与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签署
了眼角膜捐献书。王晓阳对爱人和同事说：“得了这个病，其他器
官都不能用了，只有角膜可以用，把它捐了回报社会吧。”听到这
里，听众已泪湿衣襟。

“王晓阳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意义重大，效果明显！”中
共洛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炳旭说，王晓阳是全市医疗卫生
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众多在临床一线辛苦工作的医务人员中的一
个缩影，也是全市共产党员的杰出代表。巡回报告会的举办，对
弘扬王晓阳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将王晓阳的
优秀品质转化为推动洛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均具有极大的政
治意义和现实意义。

提起精神病患者，一般人都
会有点害怕，害怕其发起病后

“六亲不认”。可是他却把他们
当成亲人，在工作岗位上一干就
是 20 多年。他就是被许多患者

家属称为“亲人”的洛阳市精神
卫生中心八科主任、副主任医师
汤耀明。

对患者保持应有的尊重
20多年前，汤耀明大学毕业

后来到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成
了一名精神科医生。

“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我很
害怕。”谈到刚入职时的经历，
汤耀明颇有些感慨。他告诉记
者，他参加工作时上午刚到医
院报到，下午就因害怕，不敢去
了。

“但工作总要有人干，更何
况我们是医生。”汤耀明鼓足勇
气踏上了工作岗位。让他没想
到的是，精神疾病的复杂程度远
远超过他的想象，精神病患者的
状况更让他揪心——他们只活
在自己的世界里，难以沟通交
流。“精神病患者发病后伤害自
己，也伤害别人，有的还被家人
遗弃，很可怜！了解到他们的状
况后，我同情他们，决定要好好
地帮助他们！”汤耀明说。

为了更好地治疗患者，汤耀
明多次参加全国性精神科学术会
议，和国内知名专家有着长期和
广泛的学术交流，并参加了第三
届全国精神分裂症认知功能矫正
治疗培训班。经过刻苦钻研，虚

心学习，他现在对精神分裂症、心
境障碍、精神活性物质依赖和各
类神经症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有
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对于精
神病患者，一定要尊重他们，关
怀他们，让病人感受到人间温
暖。很多患者很敏感，医务人员
应同情、尊重、关爱他们。对于
患者，汤耀明接受他们的缺点，
认可他们的优点。对有些无法
控制自己情绪的患者，汤耀明总
是笑脸相迎，耐心与之沟通，不
刺激他们。过一会儿，患者自会
平静下来。

做他们最信任的人
“他是个好医生。”提到汤耀

明，很多患者都会这样评价。汤
耀明的好名声在患者圈子里有
口皆碑，甚至一些别人无法接近
的患者，在汤耀明面前也会变得
安静。很多人问他有什么“秘
诀”。他笑着说，其实自己没什
么“秘诀”，就是把患者当成亲人
来看待，设身处地为他们考虑，
处处为他们着想。

在汤耀明看来，亲人是这个
世 界 上 与 自 己 最 没 有 隔 阂 的
人。虽然精神病患者行为异常，
但在他们心里，谁对他好、关心
他、爱护他，他们全都知道。患
者对医生信任了，才会更好地配
合治疗。

汤耀明回忆说，有一年，一
名大学生来医院治疗。在学校，
这名大学生老怀疑别人议论他，
进而与同学发生矛盾、打架，耳
边还老听到一个道士对他说，他
将来要有大成就。因此，该大学
生不愿意再上学了，一心做大
事，产生了幻觉、妄想。刚进医
院时，该大学生对治疗很抵触，
感觉自己没病，不配合。汤耀明
和他单独谈话，不断与他沟通，
推心置腹地做心理疏导，最后赢
得了这名大学生的信任。该大
学生终于打开了心扉，同意接受
治疗，精神状态很快恢复正常。

“我最欣慰的事，就是看着
一个个病人在我的救治下康复
了，能够正常工作与生活……”
汤耀明说。

这是医生张书清的一次普
通接诊，接诊是在晚饭后休闲散
步的时候。

当天20 时28 分，身为洛阳
新区人民医院骨科主任的张书
清，正和妻子在开阳湖湖畔散
步，手机遽然响起。一位中年女
士急切而慌乱地说，她行走中不
慎被台阶绊倒，左手肘关节着地
受力碰撞而畸形，疼痛难忍，向
张书清求助。

凭着多年的临床经验，张书
清判断患者不是脱臼就是骨折，
或者兼而有之。他一面安抚患
者，让其尽快到该院放射科；一
面电话联系放射科做好拍片准
备。因为不管是脱臼还是骨折
都需要影像学支持。

张书清顾不上与身边的妻
子道别，一边接打着电话，一边
转身朝路边跑去，以尽早拦辆出
租车赶赴医院。开阳湖距张书
清家步行也就 10 分钟，先回家
开车再去医院，也晚不了几分
钟，但他宁愿自己掏钱打车，也
要为患者多赢得哪怕是一秒钟
的抢救时间。

按照常规，患者应先到急诊
科，由医生查体开具检查单，缴
纳费用后再去检查。医院科室

之间有一定距离，楼上楼下多有
不便，多耽误一分钟，伤者就有
好几分钟的痛苦和危险，况且摔
着骨头的剧痛是不堪忍受的。
对于伤筋动骨的患者，必须争分
夺秒救治。宁肯自己多跑点路，
也要给患者以最大方便，这是张
书清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

患者到放射科的同时，骨科
值班医生耿金忠赶来了，气喘吁
吁的张书清也赶来了。正如张
书清所料，患者尺骨骨头脱臼，
桡骨小头骨折。当即，在耿金忠
的配合下，张书清握住患者肘
部，两拇指在肘后向前推挤尺骨
鹰嘴，其余手指在肘前向后推压
肱骨下端，并让患者缓慢屈肘。
一分钟不到，脱臼的尺骨得以复
位，刚刚还痛得焦躁抓狂的患者
立刻平静下来……然后是方便
廉价的石膏绷带外固定。点滴
之间，处处令人感动。

其实，患者并不认识张书
清，仅仅是因为她的朋友曾是张
书清的病人而对其有所了解，遂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很冒昧地拨通
了张书清的电话。张书清呢，不
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手机一响，一
律接听。只要患者有所求，他一
律把患者当成至亲对待。

沿栾川县旧祖公路向西4公
里，便来到了罗村。过了一条小
河，再沿着“之”字形小路向上
走，就来到了我的出生地——小
西沟。

如今的小西沟已无人涉足，
老家的院子里杂草丛生，老旧的
几间土墙瓦房满是苔藓和蛛网，
院里的葡萄树已不复存在，老沙
梨树只剩下朽木疙瘩……恍惚
间，我仿佛又看到了爷爷和爸爸
的身影，他们的故事激励着我们
郑家的后人。

爷爷郑申“众望较高”
我没有见过爷爷，但是当地

流传着不少关于他的故事。
听老辈人讲，爷爷郑申出生

于 1911 年。他聪明好学，心灵
手巧，看什么会什么，做什么像
什么，年轻时曾经到洛阳平乐
学过“手法正骨”手艺。栾川县
卫生志记载他是民国年间有名
的骨科中医，“行医于民间”。
只要有病患需要，他不管山高沟
深、冰霜雷雨、严寒酷暑，都会在
第一时间赶去医治。百姓评价
其——“众望较高”。

姑姑说，在那缺医少药的年
代，针灸疗法是最传统的医治手
段，爷爷利用针灸治愈过许多病
人。为了熟练掌握正骨的技术，
爷爷用布把麻秆包起来，再把麻
秆折断，然后再将包裹的麻秆对
接起来，反复练习手感和技巧。
姑姑曾记得，一名老年男性患者
腰摔坏了，不会动弹，被抬到家
里让爷爷医治。爷爷找来七八
个年轻人，用白布一头固定病人
腋下，另一头固定其双踝，命年
轻人两端牵引。当时，病人痛得
直叫唤，家属不敢正眼看，只怕
把人给废了。没多久，病人就下
地走路了……

一次，家里来了两个外姓
人，想跟爷爷学正骨的手艺。爷
爷毫无保留地教他们，让徒弟
蒙上眼睛把捡来的凌乱尸骨按
解剖学位置摆放好，否则不准

吃饭……爷爷对待家里人同样
严厉，平时不定时抽查作业。爸
爸和 4 个姑姑平时都不敢多说
话，更不敢当面“儿戏”，学习都
很用功。

天有不测风云。爷爷脖子
上的肿瘤不经意间由小变大，身
体也渐渐消瘦，经过治疗仍不见
好转。后来肿瘤越来越大，疼痛
难耐，爷爷终因无药可医离世，
当时他才47岁。
父亲郑书典处处留心医学知识

从我记事起，父亲郑书典就
在陶湾公社卫生院工作。1928
年出生的他，受爷爷的影响，很
早就到洛阳正骨医院学习郭氏
正骨医术，是当地有名的中医骨
科医生。

在我的记忆里，1951年参加
工作的父亲，在1969年以前很少
回家。他曾辗转东湾水库、陆浑

水库、故县水库以及偃师、卢氏
等地工作，曾获得过很多奖励，
出席过全省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9年，父亲从其他行政单
位调任栾川县狮子庙卫生院任
院长。

父亲爱学习的好习惯走到
哪儿带到哪儿。他处处留心医
学知识以及民间药方、偏方，看
了许多医学方面的书籍，记了好
厚一摞子笔记，直到退休后仍在
记笔记。急用时，他甚至把香烟
的包装纸订起来当记录本。

1990年，父亲突然得了一场
大病，高热不退，不省人事，转到
县人民医院被诊断为流行性乙
型脑炎，3 天后才慢慢苏醒。经
过治疗，父亲算是保住了一条
命，他是当年多例乙脑患者中
唯一存活时间长、后遗症轻的
人。那场大病之后，他消瘦下

来，行动起来不像从前，苍老了
许多……但他时常惦念着他的
病人，只要母亲稍不留意，他就
背地里拦辆摩托车看望他的病
人，还带一些自采的中草药给患
者，开药方也从不收钱。一次，
外乡姐姐家的邻居小腿骨折，托
姐姐把我父亲请去诊治，治好
后，又托姐姐送来300元钱，以表
心意。父亲把钱退了回去，并记
录在他的“本子”上。

在父亲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
话：能叫病人少花钱或不花钱是
最好的，山里人挣个钱不容易。
我还挣着工资，虽不够花，但是比
农民强，山里人不容易……

2002年冬天，父亲离开了人
世。

我是一名自豪的接种医生
1987年，我到栾川县卫校学

习，毕业后在路边自家的房子里

开起了诊所。后来，父亲将罗村
的计划免疫工作交给了我，由我
义务为周边的孩子进行预防接
种。直到1998年，我才被安排到
狮子庙卫生院工作。2005年，我
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这才算
得上是真正的医者。

2006 年，因工作需要，我被
调到卫生院防疫科工作，负责传
染病防治、预防接种、村医管理
等工作。深山区里，人们居住分
散，规范接种工作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经过深思熟虑，我们
请示了县疾控中心后，率先将接
种工作下放到村卫生室。为了
让村医熟练掌握接种技术，我们
聘请县级接种医生来狮子庙授
课，让所有接种村医到卫生院轮
训，持证上岗。经过半年时间的
培训，17个村级接种医生熟悉了
工作职能，实现了适龄儿童就近

接种的目标，方便了山区群众。
群众方便了，卫生院的工作

反而更多了。疫苗的领发、日常
督导、信息录入等工作一刻也不
能放松，忙时我们要加班到深
夜。2007 年年底，大雪封山，路
滑难行，路上没有汽车通行。几
个偏远的村医没法领取疫苗，我
就骑着摩托车前往 30 公里以外
的坡前村、三官庙村、孤山村送
疫苗。一路上摩托车不听使唤，
我用双脚在结冰的路面上支撑
滑行，3 个地方足足让我跑了一
天时间，几次险些连人带车栽进
深沟……

近百年来，爷爷、父亲和我
都生活在狮子庙的深山沟里，经
历了洛阳山区医疗卫生的时代
变迁，见证了山区民众从“缺医
无药”到医药卫生政策落实的全
过程。同时，我们弘扬了祖国医
学的时代文化，也传承着“中医
骨科”“手法正骨”以及“卫生防
疫”的行业精神，当属真正“行医
于民间”的医者。

（作者供职于栾川县狮子庙
中心卫生院）

医者的接力 精神的传承
□郑建新

本 报
讯 眼下，在
豫西山区的
洛宁县，“三
城联创”（创
建国家卫生
县 城 、国 家
园 林 县 城 、
省级文明县
城）开 展 得
如火如荼。

去年以
来 ，洛 宁 县
以 创 带 建 ，
以 创 带 管 ，
全 力 以 赴 ，
统 筹 行 动 ，
全 力 打 好

“三城联创”
攻坚战。全
县清运城市
垃 圾 、河 道
垃圾，拆除、
改造旱厕，取
缔烧烤经营
摊点，安装垃
圾 桶 、果 皮
箱，强力推动

“垃圾归箱、
商摊归市、车
辆归位、交通
有序、市容美
观 、文 明 彰
显”目标的实
现，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

近 日 ，
洛宁县又组
织 各 单 位 、
各乡镇负责
人及卫生计生、住建、市政
部门全体干部职工认真收
看了爱国卫生运动专题电
视节目，进一步提高了大
家对爱国卫生运动重要性
的认识。各单位表示，要
坚定信心，明确任务，夯实
责任，持续加大县城管理
力度，进一步改善群众生
活环境，再掀“三城联创”
工作新高潮。

（刘云飞 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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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张书清的
一次普通接诊

□孙喜平

他把患者当亲人
——记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医师汤耀明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刘 伟 文/图

汤耀明

“无烟日”宣传热洛阳

图①：“看，控油线在这儿。”
图②：我们都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代言人
图③：“看这里说得多详细。”
图④：健教材料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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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1 日上午，洛阳市卫生
计生委、市爱卫办、市疾控中心及
西工区卫生计生委联合组织开展
的“洛阳市第30个世界无烟日宣
传咨询活动暨西工区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三减三健’）活动”在该
市周王城广场启动。

健康生活方式“三减三健”即
“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
康体重、健康骨骼”。在活动现
场，来自涧西区、西工区、老城区、
瀍河区、洛龙区的卫生计生部门、
爱卫办、疾控中心及城市区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等 41 家单位共计
悬挂宣传主题条幅70余条，设立
展板180余块，发放宣传资料（宣
传画、手册、折页及实物）10余种
共 3 万多份；各宣传咨询点医务
人员现场回答居民关于健康生活
方式的咨询问题 800 多人次，得
到居民的好评。同时，该市吉利
区、高新区、伊滨区、龙门园区及
各县（市）均按照市卫生计生委、
爱卫办文件及实施方案要求，组
织有关单位在本辖区举办了控烟
主题宣传咨询活动。
刘云飞 耿 梅 王宇川/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