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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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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宝库“钥匙”的传承
濮阳市中医医院 丁林国 张晓蒙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
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
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近年来，濮阳市中医医院
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建设，紧
紧依托中医药文化阵地，组建
中医药文化宣讲队伍，开展中
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加大中
医药文化推广力度，用好中医
药文化宣传载体，形成了“艰苦
创业、勇毅担当、吃亏奉献、团
结协作、精益求精、开拓创新、
天鹅湖精神”的医院精神。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

景观。濮阳市中医医院依托黄
河文化资源和自然优势，以“院
中有馆、馆中有院、院馆融合”
的设计理念，建设有区域性特
色的“濮阳黄河中医药文化博
物馆”，建筑规模近 3600 平方
米，设计理念融入了中医药文
化、黄河文化、龙文化元素，兼
具传统风格与现代风格，运用
现代声、光、电高科技技术现场
模拟体验中西医技术诊疗过
程，以及观看身体发病机理等，
让患者正确认识自己、认识疾
病，进一步做好疾病的预防、保
健和康复。

建立中医药文化巡讲团
队。为更好地传递中医声音，

讲好中医故事，分享中医经验，
濮阳市中医医院从全院遴选 9
名专家任科普巡讲专家，负责
联系9个乡镇，组织科普专家走
进基层、走进社区、走进家庭，
充分发挥基层健康宣教场所、

“乡村喇叭”“小黑板”等作用，
将中医药文化的宣传阵地由室
内转移到室外、由线上转移到
线下、由诊室转移到田间地头，
让中医药文化在基层扎根。目
前，中医药文化巡讲活动累计
开展20场，覆盖人群1万余人。

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进校
园活动。濮阳市中医医院坚持

“走出去+请进来”的中医药推
广模式，由12名副高级以上职

称的专家兼任13所中小学的健
康副校长，定期到学校“上课”，
为学校师生传授中医药知识，
培养和激发广大师生学习中医
药文化的兴趣。邀请中小学生
来医院学习、参观，深化学生对
中医药知识的认识，培养学生对
中医药的民族情感，增强学生中
医药文化自豪感，进一步提升中
医药的美誉度和知名度。截至
目前，濮阳市中医医院累计开展
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 50 余
次，受益师生达近2万人次。

弘扬中医药文化，传承中
医精粹，是一代又一代中医人
的使命与责任。作为中医人，
要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涵和

时代价值，充分发挥其作为中
华文明宝库“钥匙”的传导功
能，加大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
和传播推广力度，推动中医药
文化融入教育和生产生活，促
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为中医药振兴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经过 35 年的发展，濮阳市
中医医院确立了“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突出中
医药特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办院宗旨，以实际行动践
行“用心主动、体贴入微、创造
感动”的服务理念，向着创建一
流现代化三级甲等中医医院的
目标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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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经常到外婆家去“做
客”，因而从小就记住了双目失明的
外婆的模样，也记住了外婆村庄的模
样。哪家房屋坐落的位置和走向，哪
家院子里栽着梨树还是桃树，院墙旁
边垒的是猪圈，或砌的是鸡笼，我都
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外婆家的村南
边，从一块稻田间的土路上穿过，路
左边就是村里唯一的平平展展的晒
场。夏夜里晒场上的欢欣，或者说是
静谧，我记得尤为清晰。

我家位于平原地带，土壤称不上
肥沃，又因水源奇缺，都是“望天
收”。到了庄稼成熟期，才有一种高
低错落的层次感，生活平淡得就像眼
里的土地一样。基于此，我体会不到
它的美，不像画幅里有层层叠叠的梯
田，梯田里有飘香的稻子，稻田边枝
杈四展的树上垂挂着累累果实，稻田
里时隐时现戴着草帽劳作的农民，稻
田上方延伸着电线，电线上站立着交
头接耳的小鸟，远方是叠翠的青山，
连绵起伏……那才是我向往的景
象。因此，每当放了暑假，我就迫不
及待地向妈妈嚷着要去外婆家。

外婆家一个个沙坡，如同一个个
巨型的馒头，不规则地摆设在无垠的
旷野里。然而，在年纪尚小的我的眼
里，这就是我喜爱的“山区”。沙坡上
不生长高大的树木，生长的是形状不
一的杂草，还盛开着数不过来的紫
的、粉的野花。沙坡上的小径逶迤，看不到来路，也看不到
尽头。外婆家的村子就坐落在这般模样沙坡下的一个沟
壑里。村子总共不过30来户人家，民风淳朴，家家户户紧
密联结在一起，和睦得如同出自一个家庭。

村子前有一片稻田，稻田里水流不断，鹅、鸭不知疲倦
地嬉戏其间，稻田南北都有桃树护卫相守。紧挨稻田西南
边是一口用扁担钩挂着水桶梁就能往上提水的水井……
收进眼里的这些，如同稻田南岸的那个晒场一样，一到晚
上都沐浴着满天星辉，有着微风吹拂发梢的惬意，有着夜
色里的圣洁宁静。

白天，我同亲戚家的玩伴到沙坡上割青草，用锄头
“盘”百草疙瘩。沙坡好似宝贝，任凭我们天天刈割，却仍
青绿如昨日，我们今天到了这个沙坡，明天又会换另一个，
天天来往奔跑，欢乐随处抛洒。

傍晚，眼瞅着忧伤的光线涂满了一面面沙坡，村前稻
田里淙淙的溪流正把整个村庄的黄昏带进夜晚。伴随着
一声声傍晚的蝉鸣，扛着满篮子的青草从沙坡上回到村
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完晚饭，急忙搬上麦秸秆苫子和
芦苇席子，吆五喝六来到被村民习惯地称为“河那面”的晒
场上。

夏夜，除了像外婆一样的老人和妇女，村里其他人基
本上都要到晒场上来。平整光洁的晒场上有足够的地方
供人歇息。蚊子不多的夜里，用被单搭住肚子就足够了，
一团蒲扇几乎成了摆设。

这时，村前稻田里传来的蛙鸣声，村东大榆树上传来
的知了声，菜地里传来的蟋蟀声，不绝如缕，相连相接，成
为美好夜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星空下，我蜷缩在晒场的
床铺上，听着万端情思的天籁之音，仰视天幕上镶嵌的一
颗颗幽静、明亮的星星，丰满了我的视觉想象，缤纷了晶莹
绮丽的梦想，璀璨了无人知晓的几多心事。夜色的空气
里，无时不散发着青草和沙土的气息。瞥向村前那块长方
形稻田，还会遇见萤火虫提着一只只绿色的小灯笼，明明
灭灭，一闪一闪。

晚上在晒场里做着甜蜜的梦，第二天一大早，辛勤劳
作的大人们，不知何时离开了晒场，手牵耕牛，肩扛犁耙，
走向沙坡下的田地里。我则被探头探脑的太阳晒醒了。
于是，急忙起身，只见芦苇席上会留有人形，睡觉的地方是
干燥的，其他地方已经微湿了。原来是经过一夜的酣眠，
竟然有夜露涂抹了身体。

暑假马上要结束了，我要回到我的村庄上学。“欢迎明
年再来！”这是我即将离开外婆家时，前来送行的伙伴们说
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年年夏季如约
而至。终于在某一年，我没有再来，因为疼爱我的外婆去
世了，外婆家中也无其他人居住了。我先到异地苦读，然
后工作、组建家庭，外婆村里和我年龄相仿的表哥、表弟也
没有再等我回去，而是陆陆续续走出那个小村庄去外面闯
荡世界了。外婆家的村庄，几乎成了空壳。

我暗自庆幸，我们是看到田园牧歌、尽情享受晒场夏
夜风情的一代人。难忘，外婆家的夏夜；别了，外婆家的夏
夜。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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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随想

今年的夏天格外热。傍
晚下班后刚进家门，妻子说：

“老头子，我熬了绿豆汤，快
喝点儿解解暑吧！”我心头一
热，端起汤碗一饮而尽，顿时
感觉神清气爽。往事随着这
碗绿豆汤涌上心头，母亲的
影子闪烁在眼前。

40多年前，我考上了外
地的一所中医学校。记得有
一年夏天，我临放暑假时闹
了小病，舌头硬痛，舌面生了
两处溃疡。放假回到家，母
亲很快发现我说话不利索，
问我是不是病了？我只能如
实相告。母亲笑着说：“这是
上火，不碍事，妈给你熬点绿

豆汤，保你能好。”母亲说着便很快钻进了厨房。
只见她把早已浸泡好的绿豆，放入锅内，大火急
煮，直到绿豆开花，然后换成小火慢慢熬。母亲
告诉我：“夏天一碗绿豆汤，解暑败火保安康。咱
虽然家里穷，但是土生土长的绿豆有的是。常喝
绿豆汤，人就不会上火了。”说着绿豆汤，叙着家
常，厨房里便飘来一阵清香。不一会儿，绿豆汤
便出锅了，放凉后，我捧起碗一阵猛喝，凉爽痛
快，感觉全身的热渴一下子解决了。又过了两
天，舌痛果然消失了……现在想来，我虽然已经
记不清楚当时喝了几碗绿豆汤，但是那沁人心脾
的滋味，却仿佛永久地留在了舌尖。

后来，我当了中医，居住在城里。空闲时查
阅了绿豆的功效，书本上说它性凉、味甘，能清热
解毒、止渴消暑、利尿润肤、健胃益气等，寻常小
豆确有保健大用。乡下的母亲偶来小住，总要操
持厨房，绿豆汤俨然成了炎炎夏日餐桌上的独特

“风景”，我也对目不识丁的母亲有了更多的崇
拜。尤记2003年“非典”肆虐之年，整个炎夏，母
亲熬煮的绿豆汤，连同她深深的爱，护佑我们全
家抵御暑热，平安健康。

2008年，母亲永远离我而去，我再也喝不到
母亲熬的绿豆汤了。所幸，妻子接过了母亲的锅
勺，绿豆汤依然滋润着我的生活，并每每在关键
时刻派上用场。有一次，因应酬贪杯，我呕吐、烧
心，坐卧不安。细心的妻子迅速熬了一碗绿豆
汤。她革新了母亲的老法，用高压锅熬制，不一
会儿就把绿豆煮得烂透，且汤正味浓。我喝了之
后身心舒爽，躺在床上呼呼大睡，次日安然。就
这样，每年夏天，家里的绿豆汤从未间断，熬煮绿
豆汤成了妻子既定的功课，也成了她传达爱的特
殊方式……

“再喝点吧！”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我的
面前，把一碗绿豆汤递给了我。我端起碗，忽然
眼眶就湿润了，随之喝个精光，此时的绿豆汤不
仅凉爽，还香香的、甜甜的，这是我熟悉的充满爱
的味道。

（作者供职于辉县市中医院）

赤子之心 燕尾为冠
□韩睿宸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
洁白，它是善良，是包容，
是无私，是美好。而我把
这片洁白戴在了头上。

记得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骤然暴发，无数医
务工作者踏上了逆行之
路。那年冬天，大雪下得
尤其洁白，落在医务人员
的肩膀上，落在人们惶恐
不安的梦里，其中有一片，
落到了我的心头。那年，
我正读高三，有一个念头
突然变得无比坚定——我
要成为一名护士。于是，
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果断
地选择了护理专业。

其实，这个念头很早
就根植在了我的心底。那
是在一节语文课上，老师
讲作文素材时提到了叶
欣，她是当选“100 位新中
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的护士。在抗击“非

典”疫情期间，她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这里危险，
让我来！”艰难的工作争着
干，危险的活儿抢着做，头
戴一顶洁白的护士帽，穿
上隔离衣，个人的安危与
得失全被隔离在外，一颗
赤子之心在胸膛有力地跳
动着。

作为一名护士，叶欣
的体贴落在了每个人的身
上 ，却 没 有 留 一 份 给 自
己。古有大禹三过家门而
不入，今有叶欣无数次拒
绝了家人的来电。在与时
间和死神赛跑的过程中，
她身体的所有感官，只装
着“患者”这两个字。不幸
的是，在一次抢救中，她被
感染了。哪怕躺在了病床
上，她还通过呼叫仪询问
患者的情况，主动让医务
人员减少对自己的护理，
甚至想要自己护理自己。

叶欣的心中，永远只
有患者，这是一位护士最
平凡的伟大。当她闭上
双眼的时候，我知道，人
间从此多了一只美丽的
白蝴蝶。当我将她的故
事写进作文后，我的心中
仿佛也长出了一对洁白
的翅膀。

斯 人 已 逝 ，精 神 永
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的过程中，一双双申请出
征的双手，每个人都把胆
怯踩在脚下，每个人的目
光都如镰刀一般坚韧。他
们让一次次的惊心动魄变
成了安然无恙，让一个个
病例数字不断下降，直至
为零。

我身为护理专业的学
生，清楚地知道那看似简
单的工作被日日月月地重
复后，所需要的细心、决心
与恒心。他们看一眼月色

就能准确地判断出时间，
那一双双泛着红血丝却依
旧温柔的眼睛中，收藏了
医院24小时的光景。

不辜负党和国家的培
养，用自己的所学为患者
提供专业的护理，将自己
的初心与使命写在一线的

“战场”上。每一天，他们
都累得筋疲力尽，每一天，
他们的内心都无比充实。
一顶护士帽，两翼如同飞
燕，洁白而坚挺。

我坚信，就在不久的
将来，由医务人员化身的
鹅毛大雪定会将新冠肺炎
病毒埋在大地之下，人们
放心地摘下口罩，相认彼
此多年未见的笑容。让我
倍感荣幸的是，如今我也
是一朵渺小而洁白的雪
花。

（作者为徐州医科大
学护理学院在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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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逢盛世 砥砺正当时
□宋金领

青年是希望，是“八九
点钟的太阳”，我想不出任
何一个词语，比青年更青
春、更热烈、更朝气蓬勃、更
势不可当。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跻
身于时代的洪流中，我们身
负重任，接过时代的接力棒，
我们顺势而为、砥砺前行。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志之所向，无坚不入。”用执
着坚守初心，只要锚定目
标，我们要做的，便只是锲
而不舍。水滴亦可穿石，星

火也能燎原，心之所向，则
素履以往。

作为一名急诊医务人
员，我为自己的职业深深感
到自豪，奔走在拯救患者的
生命线上，我不断地追求

“快一点、再快一点”。
“除颤再快一点。”
“按压再深一点。”
“配合再默契一点。”
我深知，只有拥有过硬

的本领才能挽救患者的生
命。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
只有不断地磨砺、锤炼，才

能为我热爱的生命健康事
业奉献自己的涓滴力量。

青年，应担当起时代赋
予的使命，要有“天将降大任
于斯人”般胸有成竹。每一
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长征
路，作为新时代的医务工作
者，面对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严峻的形势，我没有
犹豫，主动请缨，奔赴抗疫一
线。我甘愿奉献，不畏艰
苦。看着确诊患者核酸检测
转为阴性出舱时，脸上洋溢
着欣喜与希望，那一刻，纵使

再难也是值得的。疫情过
后，我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
地，因为这里，有我和“战友”
奋斗过的足迹。

我是青年，我正青春，
我们在拼搏中发出时代强
音，在疫情中播撒爱与勇
气。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
时，让我们以乘风破浪的姿
态奋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
斗终生。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人
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