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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豫 A 的车牌，看到熟
悉的建筑，看到路上行人驻足
向我们招手，我不禁感慨，回家
真好！”3月30日，作为河南省第
十五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郑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以下简称郑
州市八院）主治医师、心理治疗
师刘秉和队友们圆满完成疫情
防控任务，载誉而归。

“这是自己应该承担的责
任”

2 月 23 日，刘秉接到前往武
汉抗击疫情的通知后，二话不
说就报了名。后来，很多朋友
对她说：“你好勇敢！”

刘秉说：“我并不是一个勇
敢的人，我很‘怂’，怕高、怕虫、
怕冒险，但是我觉得，这是自己
应该承担的责任。或许从 20 年
前成为一名医学生起，从念出
希波克拉底誓言时起，我就坚
定了这种信念。”

2 月 24 日，刘秉从郑州出发
到武汉。其中，她经历了人生
中很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一
路畅行的绿色通道，第一次被
那么多领导、同事、朋友关心
着，第一次感觉自己可以为国
家、为人民做点儿什么，第一次
随 河 南 省 心 理 救 援 医 疗 队 上

《新闻联播》。
这一切都让她很感动。她

知 道 国 家 和 人 民 在 惦 记 着 他
们，心里忽然生出“黄沙百战穿
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
情。

培训结束后，心理救援队
按照小组分派了任务。他们要
和 华 中 科 技 大 学 同 济 医 学 院
附属梨园医院（以下简称梨园
医院）对接工作。梨园医院的
同 行 们 从 年 前 就 奋 战 在 抗 疫
一线。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他
们已经 1 个多月没有回家，身

心疲惫。其间，很多住院患者
出现了焦虑、担忧等情绪。面
对这种情况，刘秉和队友们一
起给出积极而准确的回应，制
作 调 查 问 卷 及 危 机 干 预 PPT
（演示文稿软件），发放心理自
助小册子，为他们疏导情绪，
重建信心，获得了大家的信任
和好评。

“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
行”

随着疫情形势的逐渐平稳，
梨园医院的确诊病例被集中转
运到其他定点医院。刘秉他们
的工作地点也发生了转移。

在武汉市洪山区和平街道
上，有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酒
店。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它被
命名为“诺万森康复驿站”，是让
出院的新冠肺炎患者暂时隔离
观察的地方。酒店外面临时搭
建的两个活动板房是负责康复
驿站的医务人员及社区工作人
员的住所。康复驿站可以容纳
104人。刘秉他们的工作任务是
促进这些患者的心理康复。

走 进 一 位 中 年 女 士 的 房
间，刘秉看到房间异常整洁，女
士脸上挂着礼貌的笑容。刘秉
问：“家人都还好吗？”这位女士
的泪水马上流了下来。原来，1
月 20 日，该女士和丈夫同时出

现 了 新 冠 肺 炎 相 关 症 状 。 开
始，丈夫症状较轻，还能照顾
她；2 月初，丈夫症状加重，呼吸
困难，不得已转至重症医院。
她没有想到那一眼竟是永别。
后来，该女士的家人、朋友向她
隐瞒了丈夫去世的消息。10 余
天后，她才得知这一消息，但她
始终不愿意相信。在刘秉和队
友的陪伴和开导下，该女士的
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

有时，刘秉和队友们也会
遇到突发情况。一位中年男子
接完电话后，突然变得暴躁、焦
虑，原来他的家中多人患上了
新冠肺炎。其中，80 多岁的老
父亲 1 月开始发热、咳嗽。由于
医院收治压力大，他几乎跑遍
了武汉的所有医院，终于安排
父亲住上了院。说到这儿，该
男子竟失声痛哭起来：“是我抢
回了父亲的命！”

后来，因为每天照顾父亲，
该男子和爱人也不幸感染了新
冠肺炎，被分开救治。现在，他
的爱人和父亲还在医院。在康
复驿站里，他一直牵挂着家人
的病情。那天，他突然接到父
亲所在医院医生打来的电话。
虽然对方只是问了他父亲的既
往病史和家庭住址，他却担心
父亲是不是病情恶化了。又想

到 独 自 一 人 卧 床 在 家 的 老 母
亲，他的内心既痛苦，又无助。

当时，刘秉和队友已经穿
着防护服工作了数小时，正准
备脱下防护服透口气儿。听到
有患者需要，他们还是义无反
顾地给予患者关心和支持。

经过刘秉和队友们的专业
指 导 ，男 子 的 情 绪 平 复 了 很
多。该男子说，自己以后会更
积极冷静地面对生活。这时，
刘秉他们才放心离开，并给患
者留下联系方式，便于随时沟
通。

在康复驿站里，像这样的故
事每天都在发生。刘秉每天都
会接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有让
人哀恸的、担心的，也有令人鼓
舞的、感动的。她相信，“真的猛
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只要全国
人民万众一心，胜利必将到来！

“ 这 是 一 个 学 习 的 好 机
会。我之前购买了一些关于精
神分析、心理治疗的书籍，现在
可以好好学学了。”从剃发出征
到凯旋，刘秉的心路历程也发
生了变化。她认为，特殊时期
的特殊经历弥足珍贵，最艰难
的时刻也是成长最快的时刻。
在返回郑州后的医学观察隔离
期间，寻求上进的刘秉没有放
松对自己的要求。

从郑州到武汉 用爱融化患者的心病
——访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援鄂医疗队队员刘秉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席 娜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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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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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离世
他含泪做完4台手术

通讯员 张艺丹 张雅淇

摄影作品

梯田 刘 滨/摄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疫情发生后，爱心大药
房零售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爱心连锁’）第一时间
成立了抗疫采购小组，每天分
3 路奔波于各商品采购地；不
断拓宽采购渠道，蹲点式采购
防疫物资。与此同时，我们还
将价值 50 万元的口罩捐给了
焦作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4 月 3 日，“爱心连
锁”董事长李青川向记者谈起
他们的抗疫故事时说，国难当
头，一个企业必须有担当。

“爱心连锁”是焦作市一
家本土药品连锁企业，也是焦
作市明仁 50 亿产业集群相关
核心企业之一。经营至今，门
店数量达 100 余家，形成了庞
大的药品零售网络，成为医药
零售行业的金字招牌，得到了
市民的认可和支持。

面 对 疫 情 ，“ 爱 心 连 锁 ”
100 余家零售门店的 LED（发
光二极管）屏中赫然出现“春

节不打烊，服务市民，保供不
提价”大字，600 余名员工坚守
一线，李青川和总经理薛桂玲
更是第一时间将防疫物资配
送到店，保证一线供应。

为了既不影响工作，又保
护家人，“爱心连锁”门店的员
工们下班后也不回家，进行自
我隔离。他们为前来购药的
顾客测量体温、登记信息、提
供用药咨询、讲解疫情防护知
识。旗下 11 家名仁堂中医馆
全天候为市民免费提供抗病
毒中药汤剂；推出“足不出户
送药上门”服务，成立送药上
门 小 分 队 ，执 业 药 师 在 线 指
导，为弱势群体及有用药需求
的顾客提供全程无接触药品
配送……

据不完全统计，自疫情发
生以来，爱心大药房为市场提
供口罩 250 万只，75%酒精 6 万
余瓶，消毒液 1.4 万瓶，消毒凝
胶、洗手液3万余瓶。

河南省“2020-药店人的春节”微视频

集赞活动优秀作品展示之一

疫情之下，“爱心”药房不打烊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李富华

解放军战士把个人利益抛
诸脑后，为国家和人民冲锋陷
阵，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疫情就
是命令，当新冠肺炎疫情出现
时，“白衣战士”抛开小我，勇敢
地在前线抗击疫情，越是艰险越
向前。他们闻令而动、不怕牺
牲，冲锋陷阵、连续奋战，义无反
顾地冲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他
们就是当代最可爱的人。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
大医务人员积极响应党中央号
召驰援湖北。在这场无声的战
争中，我们认识了许多医务人

员，他们不愧是最可爱的人。
面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他

们不是不害怕，但是医者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让他们义无反顾地
选择了逆行向前；他们不是不想
家，但是为了万家安宁，他们必
须守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他们
不是不想休息，但是在全民抗疫
的路上，只有他们的坚守才能让
胜利更快到来。

17年前“非典”暴发，67岁的
钟南山让把重症病人都送到他
那里，17年后已经84岁高龄的他
重新披甲上阵；17 年前因为“非

典”，在高考时毅然决然选择临
床医学专业的内科医生何德全，
在 17 年后代替前辈们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17 年前，曾拼尽全力
奋战在全国抗击“非典”一线的
战士，在17年后的今天再次毅然
请战……17年前和17年后，不变
的 是 身 穿 白 衣 者 的 使 命 和 职
责。17年前坚毅的背影，依旧在
17 年后逆行奋战，在危难中坚
守，用行动彰显抗疫必胜的决
心。

“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
“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我是急性子，生命留给我
的时间不多了，我必须跑得更
快，才能跑赢时间，才能从病毒
手里抢回更多病人。”

“出题的虽然不是我们，但
是我们去答题。”

“我不想哭，哭花了护目镜
就没法做事了。”

“哪有什么白衣天使，不过
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
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和死神
抢人……”

我们被平凡却又伟大的他
们所感动。没有人生来就是英

雄，但他们用平凡的付出成就伟
大。在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努
力下，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白衣“逆行
者”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手挽
手、肩并肩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
的生命防线，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的曙光。在抗疫战场上，有人剪
去长发，有人收拾行装，有人立
下铮铮誓言……他们不一样，却
又都一样。他们就是当代最可
爱的人！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王祖龙 华 众

对于花，我不只是喜欢，还算得上“花痴”
一个。平时，只要时间允许，我看到花就会驻
足观赏。

现在正值百花竞放之时，我工作的单位和
住的小区都成了花的世界。在这些花里，我最
喜欢的品种之一便是寿星桃花。这种桃花的
颜色呈玫红色，盛开时娇艳欲滴、妩媚动人。
我不仅喜爱盛开的桃花，还颇享受观赏桃花逐
渐开放的别样风景。

寿星桃不同于其他树种。它是先长出红
红的花苞，然后长出叶子。由于心之所爱，今
春，在桃树还是秃枝干丫时，我便开始留心观
察。一日，我突然发现枝头露出了小小的花
苞，甚是喜爱。细细观看后，仍不满足，我便拍
下了许多照片，以便回家后继续观赏。自此以
后，每天上下班途中路过那里时，我必定要驻
足观看。对我来说，天天观赏“欲出还羞半遮
面”的花蕾渐变的过程，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上周六是我的休息时间。起床洗漱后，我做的
第一件事便是跑下楼去观赏花蕾的变化，唯恐
错过良辰美景。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短短一夜
时间，花蕾似乎汲取了足够的营养及力量，迅
速绽放开来。见此情景，我不禁目瞪口呆，继
之心花怒放，犹如畅饮了一杯香醇的美酒，飘
然欲仙！

目前，正是桃花盛开之时，花红叶绿，花团
锦簇，美不胜收。每天欣赏着花开之美，我的心
情也变得美好起来，走起路来身轻如燕，神清气
爽……

常言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随着
气温的升高，时间的延长，心爱之花终会凋
谢。不过，细细品味，不论花开还是花落，自有
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美丽。这也正如人生一样，倘若换一种思维，
瑕疵也是一种美。这亦如龚自珍所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
泥更护花”。因此，待来日花谢之时，我依然会用心欣赏花谢、花
飞、花满地的风韵，定是一种别有洞天之美。

年年岁岁，花开花落。在人生路上，最美的花是开在心田
的花，只要用心去生活，处处都会有新意；只要用心去观察，天
天都会有惊喜；只要用心去浇灌，心田之花定会四季常开，永不
凋零！

（作者供职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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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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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早上 9 时去世，贾延庆
却在 11 时赶往医院，坚持完成
一台较为复杂的手术，只因他
是医生！

10 多天 前 ，贾 延 庆 86 岁
高 龄 的 母 亲 吃 不 下 东 西 、精
神 状 态 差 ，经 检 查 确 诊 为 肺
部 轻 微 感 染 ，住 院 治 疗 一 周
后 ，病 情 有 所 好 转 。 在 母 亲
治 疗 期 间 ，贾 延 庆 仍 然 坚 持
穿梭于母亲病房及手术室，没
有 影 响 日 常 工 作 。 他 之 所 以
这样，是因为有患者等着他做
手术！

作为巩义市人民医院骨科
大主任，有许多患者慕名找他
看病。贾延庆总是放心不下他
的患者，常说：“只有自己亲自
手术才放心。”

4 月 1 日上午 9 时，贾延庆
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还在医
院忙碌的他交接好工作后，立
即赶回家里，但是母亲已经没
有了意识，正在抢救中……在
送完母亲最后一程后，他便立

即赶回医院坚持完成了 1 台手
术 。 提 起 母 亲 离 世 的 瞬 间 没
能陪伴在身边，贾延庆沉默良
久。

4 月 2 日，是贾延庆母亲去
世的第二天。这时，作为儿子，
贾 主 任 本 应 该 为 母 亲 操 办 后
事，但是想到已经预 约 好 的 3
台手术，考虑到从患者入院诊
治、与家属沟通到安排手术都
是自己全程跟踪，不方便调换
其他医生代替自己手术，并且
骨科手术安排十分紧凑，一旦
时间推后，不仅会让手术的患
者住院时间延长，还会让更多
前 来 就 诊 的 患 者 及 家 属 等 待
时间更长，于是，他把后事交
代给家人后，于早上 6 时 40 分
匆匆赶到医院，开始第一台手
术 ……3 台 手 术 做 完 后 ，已 经
是下午 3 时。

“选 择 了 医 生 这 个 职 业 ，
一生就要担负起它的职责。”
这 是 贾 延 庆 在 一 次 访 谈 中 说
的话。

“大家好啊！我又回来看望
大伙儿了！”

这天下午刚上班，走廊里就
响起了爽朗的笑声。听到这熟
悉的声音，我不禁笑着迎了出
去，原来是“送花爷爷”来了！果
不其然，这次，“送花爷爷”手里
又拎了两盆花。

“送花爷爷”姓邵，80 多岁
了，是我们中医科的一名老病
友，出院后，就时常来医院看我
们。每次来医院，“送花爷爷”都

不空手，总是拎着一两盆花。因
此，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送
花爷爷”。

看到“送花爷爷”来了，我脑
海中不禁浮现出和他相识相交
的画面。

那是 3 年前，一次晨会早交
班时，一位家属急急慌慌地推门
而入，紧张地说：“15床犯病了。”
随即，科室主任带着医务人员急
忙奔向病房，看到患者斜躺在床
边，干呕不止。护士立即上前将

患者的头偏向一侧，一边测量生
命体征，一边安抚患者情绪。主
任、管床医生问诊后，给予患者
内关穴、足三里穴、合谷穴针灸
治疗。几分钟后，患者症状明显
缓解，家属直夸中医疗效好。

不久，患者康复出院。过了
一段时间，我在病房走廊看到了
手里提着两盆花的患者——“送
花爷爷”。我忙问他：“您需要帮
忙吗？”“送花爷爷”把手放到耳
朵旁走近我，问我说的是什么。

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后，他说：
“护士长，我想你们了，来看看你
们。这是我的家呀！”他把花放
下，坐在护士站的椅子上，也不
说什么事，只是不停地问我：“张
主任在吗？”“翟大夫在吗？”……
他把中医科的医务人员挨个问了
一遍。后来，我得知“送花爷爷”
不是来看病的，只是想来看看。

原来，那次住院之后，中医
科就成了“送花爷爷”心中的牵
挂。转眼几年过去了，“送花爷

爷”的记忆力一日不如一日，可
他仍然记得来医院中医科的路，
依然提着花来看我们，看他心目
中的“家”。长此以往，“送花爷
爷”的家人也对中医科轻车熟路
了，总能在这里找到老爷子。

心与心的交流与碰撞，总能
促进医患和谐。我们要不忘医
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让每一
个病患抱着希望前来，带着温暖
离开。因为有爱，所以温暖！
（作者供职于开封市人民医院）

因为有爱 所以温暖
□高巧云

人生感悟 心灵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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