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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爱情”
□关林萌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学校已经
封闭很久了。在此期间，我似乎有
了更多的时间去感受与思考作为一
名医学生的使命和价值究竟在何
方。前几天看到学校围墙的铁丝网
上同学们为了表达对自由的向往而
悬挂的一只只在风中摇曳的口罩，
我的心为之一颤，继而陷入了思考，
思绪也因此油然打开。

4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完成了人
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考试——高考。
或许因为从小就希望成为一位救死
扶伤的医生，填报志愿时我遵从了
自己的内心，毅然选择了临床医学
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离成为一
名医生的梦想更近了，但当时我对
医学的了解很少，对于医生这个职
业更是一窍不通。直到大一下学期
我拜读了保罗·卡拉尼什的著作《当
呼吸化为空气》后，才对医生的使命
和生命的价值有了些许的认识。该
书的作者保罗·卡拉尼什是美国著
名的神经外科医生，是一名学霸，在
读大学时先后获得斯坦福大学英语
文学以及人体生物学双料学位，随
后在剑桥大学取得了科学史与哲学
研究硕士学位，最后以优异成绩从
耶鲁大学医学院毕业。但正当人生
意气风发时，命运和他开了个玩笑，
从医多年后的保罗·卡拉尼什突然
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当呼吸化为空
气》是他在确诊后的自传，讲述了自
己与死神同行的故事。在被确诊后
他并没有自暴自弃，每当治疗取得
一定的疗效后，他便重返手术台，以
一位医生兼患者的身份治病救人。
病魔在他确诊22个月后残酷地夺去
了他的生命。保罗·卡拉尼什的故
事是何等的悲壮却又如此的平凡。
他感悟到医生的职责，不是延缓死
亡或让患者重回以前的生活，而是
在患者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
给予他们庇护与照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
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从此，我体会到从医道路将
是艰辛的，我们不但要治好患者的疾病，也要治愈他们的
心。

我无法预知死亡，死亡终究会到来。但是在有限的
生命里我能做到的是时刻思考生命的意义，思考将来会
成为医生的我应该承担怎样的使命。带着这些思考，我
步入了大二的学习生涯。两年前那个庚子年，新冠肺炎
疫情呼啸而至，其排山倒海的气势迅速渗透了华夏大
地。口罩里藏满了人们的喜乐，露在外面的是惶惶的瞳
和紧锁的眉。

但我们并没有被打败，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
看到了无数的“逆行者”日日夜夜与疫情角逐。鲁迅有
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疫情，反而
使人们众志成城。2020年的春节虽然很冷，但那些最美
的逆行者，同样温暖了我的心，火神山与雷神山，被一群
基建高手火速砌成。四面八方的白衣天使，筑起抗击疫
情的坚实壁垒。有一种力量，叫作爱；有一种温暖，叫作
希望。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有数不胜数的军人、医
生，他们未曾谋面，素不相识，却为了同一个目标齐聚武
汉。“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他们一直都坚守在自己
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去挽救每一个患者。他们为了尽
快恢复从前那美好的生活，都在一线抗战奋斗。钟南山
院士以耄耋之年，再次披挂上阵。此时的他本可以在家
中安享天伦之乐，但他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危，并没有退隐
家中，而是再次毅然带领着白衣天使亲赴疫区与病毒战
斗。疫情，让我看到了医务工作者的伟大，从此，我更加
坚定了学医这条道路。愿得此身长报国。

2021年初春，全国人大代表齐聚北京、共商国是、逐
梦前行。从两会精神中，我看到了“生命至上”。一年一
度的两会是民意的发声筒，也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传达
的扬声器。2021年是充满挑战，同时也是充满希望的一
年。人民的健康是立国之基。作为一名医学生，我深刻
体会到了医学之路漫长且艰辛，我会用聚沙成塔、滴水穿
石的精神，游弋在医学之海，用自己所学守护人民的健
康。这亦是我们医学生的职责和担当。

疫情的洗礼使我明白了医生不仅要治病救人，更要
在人间传递爱和温暖。正如小说《爱之链》中所描述的：

“将美好的接力棒不断地传递下去，这样世界就会变得不
一样，它会洋溢着温暖。”

转瞬之间，我已经在大学度过了将近 4 年的时光。
在这4年里，我迷茫过，失落过，痛苦过，停滞不前过，甚
至绝望无助过。然而，我从未放弃对人生的思考和对医
学的热爱，因为我知道，只有医科之道才能够使我的人生
变得更有意义。这4年，我一直在思考、在探寻生命的内
涵，寻觅为医之道。随着年龄与知识水平的增长，随着我
对医学的逐步了解，对医者仁心的理解越来越深，我逐渐
领悟到：救死扶伤是一种责任，大公无私便是一种境界。
正如钟南山院士对医学生的寄语：“要学会医术，更重要
的是学会做人。”

思绪又回到了围墙铁丝网上飘扬的一只只口罩，它
们就像无数的向往自由的学生在呐喊。想到这里，我为
没能在这次抗疫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感到愧疚。但生活
仍在继续，医学生涯道阻且长，总有一天，我会以一名医
生的身份将善良与温暖播撒到我所及之处，用自由与爱
疗愈世间。
（作者为南昌大学玛丽女王学院2018级本科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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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不但要积淀与传承，
更要创新与耕耘，以适应时代的需
要，进而扩大医院的品牌优势和影
响力。

倡导全员学习的文化。为倡导
全院职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形成

“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良好文
化氛围，更为医院医务工作者提供一
个锻炼自我、展示才华的舞台，2017
年医院全面启动“朗读者”系列活
动。“朗读者”系列活动围绕“重德、精
业、求实、创新”的院训开展。当“朗
读者”依次走上讲台，用声音传递经
典名篇时，尽管他们在选题上有所不
同，但每篇文字的选择和朗读，传递
的都是“朗读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表达的都是对医院“八字院训”的理
解和认知。

近年来，医院还下大力气将不同
层级的干部职工送出去有针对性地
培训，同时经常邀请各界专家来院进
行党的政策理论、医德医风、人文素
养、心理健康、管理知识等方面的专

题讲座。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
已成为一种常态，为医院发展提供了
智力支撑。

构建关爱员工的文化。通过召
开全院职工代表大会提升职工主人
翁意识；每年开展春节送温暖、端午
节慰问和夏季送清凉活动，每年为职
工送生日蛋糕并免费体检。医院成
立院篮球队、羽毛球队，举办舞蹈班
和瑜伽班等，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
众性体育和文化活动，让大家在紧张
的工作之余，获得充分的休息和放
松，从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
作中去。积极开展对疫情防控一线
人员和家属的关心、关爱活动，并针
对困难家庭开展专项帮扶救助，全面
提升职工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获得
感。

树立廉洁行医的文化。建设廉
医文化是医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行风建设的重要载体，是医院文化
建设系统工程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医院结合实际制订了翔实的教

育计划，并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系列
廉医、廉政教育活动。通过召开专
题会议、廉政党课等形式组织全院
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各类典型案例，
以案促改。召开医德医风社会义务
监督员座谈会，主动收集群众对医
院医疗技术、服务水平、科研创新、
就医环境、远景发展等方面的意见
和建议，进一步推动了医院各项工
作有序发展。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医院100
多年的发展，时代在变、环境在变、院
容在变、规模在变、人员在变，但医院
文化的核心精神始终没有改变。一
代又一代的“市一院人”就是在这种
精神的感召指引下，积淀传承、创新
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医院文化，不仅
凝聚了人心、昂扬了士气，也化作了
全院职工共同建设医院、发展医院的
巨大动力，促进了医院又好又快发
展，也为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谱写了医者仁心、尊重生
命、大爱无言的动人诗篇。

这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患者家属杨
爷爷把我偷偷叫到一边。我看他神神秘
秘的，以为又要向我汇报宋奶奶的情况。

“关医生，你们科室的微波炉能不能
热玉米棒？”

“是不是宋奶奶又不听您话了，要吃
玉米棒？杨爷爷，我和您交代过的，玉米
含磷高，透析患者不能吃，您如果劝不了
宋奶奶，我去和宋奶奶说，宋奶奶一向听
我的话。”

“你别慌，听我说完，不是俺老伴要
吃，为了她的健康我也不让她吃。我是

看你们天天这么辛苦，经常吃不上饭，想
热给咱们医生吃，这段时间太感谢你们
了。”

听了杨爷爷的话，我不由得心窝一
热。宋奶奶曾在重症监护室经历过生死
危机，目前通过规律维持性血液透析，各
项检验指标都在改善，生活能自理，无特
殊不适。能走到今天，一直站在她身后
的杨爷爷就是她的支柱。

杨爷爷告诉我，当时他在重症监护
室外三天三夜没合眼，绝望的情绪一直
在蔓延。起初宋奶奶非常排斥血液透

析，后来宋奶奶听了医生的耐心讲解，
接受了第一次透析后，身体状况渐渐好
转起来，才有了信心，目前的状态是越
来越好。

杨爷爷除了认真执行治疗方案，认
真学习护理导管知识外，还变着法做有
营养的饭菜给宋奶奶吃。我看见杨爷
爷的笔记本上将宋奶奶每天量的血压，
出（入）水量都记得清清楚楚，这都是杨
爷爷带着老花镜用一笔一画记下来的
爱。

有一次上机治疗前，宋奶奶跟旁边

的阿姨闲聊。那个阿姨打趣说：“现在你
家老杨没在跟前，我给你介绍个更好的
老伴吧？”宋奶奶一脸骄傲地说：“我谁都
不要，我只要我们家老杨，没有他，我早
就不在了。”

这就是“神仙爱情”吧，疾病没有打
散他们，反而让他们之间的爱更加坚固
了。

血液透析室里，像这样模范的老夫
妻还有好几对，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
情故事说不完。
（作者供职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进入医院大门，现代化的病房大
楼和几幢青砖厚壁的古老建筑在绿树
红花、鸟语花香中巍然耸立、相辅相
成、相映生辉，一股厚重的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现如今，这几座上百年的古
老建筑，其中一幢已成为医院的院史
馆，成了医院精神和医院历史的浓缩
地。馆中陈列的一幅幅或黑白、或彩
色的照片，真实地再现了医院逐渐发
展的历史印记，让人们在打开记忆的
同时，感受着厚重的文化积淀。

在这些记录历史光影的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多人都熟悉的面
孔——中加文化使者、相声演员大
山。说起大山与医院的渊源，可以追
溯到他的祖父饶大夫。1922年，大山
的祖父带着一家人，带着一颗悲悯真
诚的心，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
来到商丘，来到当时的圣保罗医院，并
在此工作生活了3年。这位医技精湛
的眼科“洋大夫”被商丘百姓亲切地称

为“饶大夫”。当 2001 年 7 月 15 日，大山来到这里寻根
时，他为这所百年老院又打开了一扇对外文化交流的窗
口，同时也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

而另一栋是淮海战役总前委后勤机关旧址（河南省
文物保护单位）所在地。淮海战役后勤馆于2021年1月8
日开工建设，2021年6月12日竣工，历时156天。该馆建
筑面积420平方米，展馆分2层、5个部分，展示图片500
余张，场景视频5个，专用版画374块，画布96块，软膜12
块，移动展柜8个，墙体展柜3个，展台6个，实物73件，场
景还原 7 处。翔实的文献资料，丰富的实物收藏，融合
声、光、电的现代化科技手段，全面展示了轰轰烈烈的淮
海战役，是进行党史学习教育，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阵
地。

为使医院文化更好地起到凝神聚气、铸魂励志、催人
奋进的作用，医院在门诊大楼、病房大楼等醒目位置都设
立了宣传栏、电子屏等宣传载体，营造医院文化的浓厚氛
围，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能看得见，在耳濡目染、感同身
受中，让“一院精神”成为规范和激励大家成长进步的一
把标尺，进一步夯实了医务人员的责任心、使命感和主人
翁精神。

为进一步展示医院文化之窗，增加它的深度和亮
度，医院创作了院歌《走向美好的明天》、设计了院徽、提
出了“重德、精业、求实、创新”的院训，昭示全院职工的
精神风貌；医院开设了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打造了对外交流和展示形象的平台；编辑出版了《商丘
市第一人民医院院志》《风华百年》《商丘市第一人民医
院珍藏版集邮册》等，丰富了医院文化载体。

最入心入脑的教育莫过于身边
事，最感人肺腑的影响莫过于身边
人。2016年４月，医院在《京九晚报》
开设《讲述医院故事》栏目。2016年
5月，该栏目开始向社会征集故事线
索，到2021年3月，该栏目编发医院
故事200期。医院通过《京九晚报》、
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广泛
地传播医院的好故事、好声音。《讲述
医院故事》栏目自开办以来，每期讲
述的都是好人好事。故事里的事，体
现了医院“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已根植于每一位医务工作者的心
中；故事里的人，扛起了医院的口碑
和品牌。

“两围绕”服务（行政管理科室围
绕一线服务，医务人员围绕患者服
务）行动是医院的独创。从 2011 年

开始，连续 11 年，一年一个主题，一
步一个脚印，踏实地践行着每一个阶
段性目标，自然而然地将制度转化为
习惯，落实于日常。医院还拓展优质
服务项目，设立 24 小时转诊预约电
话、开设便民门诊、坚持双休日及节
假日不停诊、开展卫生支农和对口帮
扶工作、建立预约诊疗制度等，也都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群众满
意度不断提升，出院患者回访满意度
在95%以上。对患者而言，优质的服
务让他们收获的不只是贴心、安慰，
更多的是安全感和获得感。

服务上去了，团队合作也要跟上
来，“患者需求至上、团队合作”始终
是医院的核心价值观。每年新员工
入职，医院都会把医院文化作为入院
第一课，来纯洁思想、净化心灵、坚定

信念、端正追求，影响了一批批“市一
院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为增
强青年职工的团队合作意识，医院每
年都会组织开展青年职工拓展训练
活动，增强团队凝聚力，磨炼职工意
志，为青年职工更好地融入医院大家
庭，适应工作岗位，干好本职工作奠
定良好的基础。

正是由于医院员工将医院文化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的第一时间，在医院文化的感
召下，医院迅速响应、精准施策，全院
职工听从指挥、团结协作，落实有效
的疫情防控措施。自 2020 年 2 月以
来，医院有近千名医务人员先后支援
武汉、郑州、安阳、永城等地抗疫，为
湖北省、河南省的疫情防控贡献了医
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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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医院文化的魅力

拓展医院文化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