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感悟

前天，与妻子谈起大姥爷，慨叹
之余，不禁回想起他在家庭教育方
面的事情来。

去年，在县城的我突然听到大
姥爷去世的噩耗。在婆娑的泪水
中，我听祥叔断断续续地说，那天大
姥爷本来要陪大姥姥去镇卫生院看
病。出门前，大姥爷突然觉得胸口不
适，马上坐在堂屋的沙发上休息；等
孩子赶到时，他只说了一句：“我不行
了！”几分钟后，大姥爷就去世了。

大姥爷去世时很安详，如同疲
劳的人进入深度睡眠状态，脸色没
有改变，也不显丝毫的痛苦。大姥
爷享年79岁，无疾而终。街坊邻居
都说，去世前没有“受罪”，是大姥爷
修来的福分。

我上初中时，就在大姥爷家居
住。夏天，大姥爷家种的有西瓜。
我每天放学以后，大姥爷总是张罗
着切最好、最甜的西瓜让我吃。我

说：“把西瓜卖了赚钱吧！”大姥爷却
说：“不卖西瓜了，咱们自己吃，消暑
止渴！”

在日常生活中，大姥爷经常给
子女背诵《朱子治家格言》，而且一
背就是一大段。大姥爷背诵的熟练
程度，就如同念书一般流利。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
整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子
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重资
财，薄父母，不成人子……”我的脑
海中闪现出这些句子，仿佛又看到
大姥爷用豫北方言背诵《朱子治家

格言》的神态。
对 5 个子女的教育，大姥爷绝

对是严厉的。特别是对儿子要求最
为严格，不许反驳老师、不许欺负同
学、不许打架等。一年秋天，大姥爷
的儿子与一位同学发生争执，并失
手打人，大姥爷除了让儿子给那位
同学道歉以外，还诚恳地向老师承
认错误。事后，大姥爷了解到事情
其实不怨自己的儿子，但是他说：

“一辈同学三辈亲，同学就是亲人，
与亲人吵架不对，打亲人更不对。”

对于女儿，大姥爷经常用花木
兰、穆桂英等巾帼英雄的故事来激

励她们。如今，大姥爷的儿子在镇
里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女儿们有的
在郑州市工作，有的在濮阳市工
作。总之，他们都如大姥爷所愿，成
为社会上有用的人。

大姥爷平时非常节俭，衣着简
朴、大方。大姥爷走到街上，如果见
到螺丝、铁钉、铁条，就要随手捡起
来。他说：“这些小东西，其实是宝
贝，搭建黄瓜架、丝瓜架、葡萄架时，
都能用得上。”

初秋时节，我每天放学后，时不
时地能见到大姥爷端着他的“宝贝
木箱”，不是修自行车，就是绑蔬菜

架。对于花花绿绿的废布条，他也
舍不得扔，捆好以后用于绑麦袋，可
谓既好看又实用。吃饭时，掉在桌
子上的饭粒，大姥爷也总要吃掉。
大姥爷常说：“任何时候都不能浪费
粮食。”

大姥爷乐于助人的事，至今在
村里仍被传为美谈。铁锨、扫帚、木
锨、钳子等，只要是家里有的，大姥
爷都愿意借给邻居使用。有一次，
一位邻居找大姥爷借钱，大姥爷的
钱不够，他装作有事出去。过了一
会儿，大姥爷拿着从别人家借的钱
和自家的钱一起给了邻居。至今，
那位邻居谈起这件事，仍感动不已。

大姥爷就是这样的人，平平淡
淡。但是，我认为，中华民族正是因
为有了像他这样的一大批平凡的农
民，美德才得以传承，社会才有进步。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卫
生健康委）

大姥爷的家庭教育
□梁星毯

在河南省肿瘤医院骨科病房，
总能看到一位护士长忙碌的身影。
最令人动容的，就是她带领患者进
行绘画与心理治疗的场景。艺术疗
法，使患者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
她就是深耕护理工作20年、跨界开
展心理学创新服务的护士长刘新。

2004 年从护理专业毕业后，刘
新便扎根临床护理一线。从妇幼保
健到肿瘤护理，从儿童护理到老年
患者照护，刘新将青春倾注于护理
工作。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刘新
带领团队建立骨科快速康复标准化

流程，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
20%。

刘新将日常工作中积累的典型
案例，转化为 9 篇中文核心期刊论
文和 1 篇 SCI（科学引文索引）论
文。刘新主持的省级课题《绘画心
理分析与治疗在骨肿瘤中的应用》，
还填补了省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2021 年，面对骨肿瘤患者普遍
存在的不良情绪，刘新开始系统研
究艺术疗法，取得绘画分析师及沙
盘游戏治疗师资质后，创造性地将
艺术疗法引入骨科护理。

刘新发现，当患者用颤抖的手
描绘抽象的情绪时，潜意识中的恐
惧得以释放；当团体绘画中不同色
块交织，病友间悄然筑起支持网络。

一位截肢少年在连续进行8周
绘画治疗后，从拒绝沟通到主动参
与团体活动；多位患儿在完成“生命
树”创作后，与家长实现情感和解。
4年来，刘新累计开展艺术疗法300
余小时，患者治疗依从性提升52%。

“医学救治身体，艺术拯救心
灵。”这是刘新常说的一句话。刘新
带领科室护士将病区的两间病房布

置成充满温馨的儿童病房，带领骨
肿瘤患儿定期举办“病房艺术展”。

近期，在医院多维质量管理工
具比赛中，刘新指导的课题研究型
品管圈项目《基于 ERAS 理念的儿
童青少年骨肿瘤患者多学科协作护
理模式的构建》获得二等奖。

刘新说：“护理如作画，既需要
严谨的技法，更需要彰显生命的温
度。”这位执笔提灯的白衣天使，正
以仁心为“墨”，以创新为“笔”，在生
命的彩纸上描绘着医患共愈的新图
景。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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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护理闪耀人文之光
□张 晶

每年夏天，乡下老家的院子
里，总是长满了鲜艳的指甲花。
那直立不屈的茎，修长如剑的
叶，尤其是红的似火、粉的似霞
的花瓣，经常吸引众多邻居带着
孩子来采摘。

那些指甲花，是我亲手播种
的。我不善于养花，种指甲花也
是缘于它的药用价值。

2015年，我所在单位代表县
里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申请创
建“全国中医药管理工作先进
县”。当年7月6日，受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委托，河南省中医管理
局的 4 位专家来内黄县代为初
审。作为工作人员，我有幸在专
家查阅资料、实地查看时，为他
们提供服务。2 天的时间过得
很快，4 位专家渊博的中医药知
识让我深深佩服。

专家临走前，我向带队的张
教授请教：“张教授，哪种中药可
以治疗风湿性疼痛？”“当然有
了！”张教授微笑着回答。“咱村
里广泛种植的指甲花，就是天然
药材。《本草纲目》记载，指甲花
又叫指甲草，具有清热解毒的功
效，可以治疗咽喉肿痛。它的茎
还叫风仙透骨草，能祛风除湿，
缓解风湿痹痛……”

我又问张教授：“我父亲的
腿患有风湿性疼痛，用指甲花能
治吗？”张教授说：“当然能治。
你可以摘一些指甲花，放入瓷罐
里，用高度白酒浸泡一个月，再
用棉签蘸一点儿药液涂抹疼痛
处，可以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我按照张教授的方法，制作
一瓷坛指甲花药液。当饱受疼
痛折磨的父亲告诉我，他涂抹了
指甲花药液后疼痛明显减轻时，
我喜极而泣。一是为缓解了父
亲的病痛，二是为张教授的无私
帮助而感动。

我们家世代务农。在家境贫寒的日子里，奶奶
坚持让父亲读完了小学。父亲会写毛笔字，时常帮
邻居写春联，在村里算是个文化人。

按母亲的话说，父亲一生没吃过苦。父亲当了
半辈子的会计。后来，父亲又当了农业技术员，并
且姐姐、大哥已经长大，家里的农活儿父亲干得很
少。

母亲说：“他（我的父亲）在家很懒，但是在外面
给人帮忙可不懒，干活儿一点儿也不怕累，勤快着
呢！”

20世纪70年代，农村盖房子买不起砖，我们就
趁农闲时挖土、脱坯、装窑、烧砖，最后再盖房。盖
的房子外面是砖，里面是土坯，土坯有的又厚又大，
有的和砖一样大。脱坯前的第一项工作是和泥，把
拉来的土（大多是胶泥和沙土的混合土）围成一个
圈，放一些细碎的麦秸进去，再倒点儿水。男人挽
起裤腿，先把麦秸用脚踩进土里，再用镢头、刮板、
钢叉等工具反复掺匀后，用模子扣好晾干。

因为我们平时忙于农活儿，所以脱坯、烧砖的
时间一般选在初春或者深秋季节。农村的早上气
温很低，泥滩里的水还结着冰。大家都怕凉，不愿
意先下去踩泥。但是只要父亲在场，他总是第一个
下泥滩踩泥。

日积月累，父亲的双腿就有了风湿的毛病，特
别是到了阴雨天，就非常难受。我们兄弟带父亲去
多家医院寻医问药，一直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没想
到，一个中药方子缓解了困扰父亲多年的病痛。

因此，在第二年初春，我在老家院内种了许多
指甲花。从那以后，那一抹鲜艳的指甲花就永远长
在了院子里。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内黄县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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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的是幼芽 叫响的是品牌 增辉的是杏林
——来自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中医儿科的报道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尤云飞

因为优质，所以出彩
始建于 1957 年的洛阳市东方

人民医院是集医疗、预防、康复、科
研、教学、社区卫生和养老服务“七
位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
被评为“全国百姓放心百佳示范医
院”和“河南省群众满意医院”。

“中医儿科就是我院让百姓放
心、群众满意的品牌科室之一！”洛
阳市东方人民医院负责人说。这
个组建于 1984 年 5 月的“护芽军
团”，始终是医院高度重视和统筹
支持的重点科室之一。40多年来，
医院在政策上给予倾斜，加大对专
科建设的投入力度；在资源配置
上，鼎力支持；在宣传推广上，通过
多种渠道宣传中医儿科的特色优
势，提高科室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24年，中医儿科门诊量达6万人
次，许多患儿经过中医治疗，病情
得到有效控制，体质得到明显改

善，赢得社会各界的赞誉。
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儿科主

任李润涛说，多年来，该团队在洛
阳市名老中医刘进录带领下，传承
与创新并重，对小儿常见疾病（如
咳嗽、哮喘、积滞等）进行了深入研
究，取得不俗成绩。尤其是“重视
体质因素，开展肺脾同调，内服外
治结合，强调防感防复”，已成为刘
进录团队诊疗的主要学术思想。
刘进录善用经方治疗呼吸系统疾
病，开创性地运用保和类方剂进行
调理。这些经验已在洛阳市多家
医疗机构全面推广，有的医馆甚至
将其制成系列膏方，应用于中医儿
科临床。经刘进录带教的40多名
学生，继承了其学术经验并熟练地
运用于中医儿科临床，已成为洛阳
市影响较大的中医儿科流派。

术业有专攻，传承优良品质；
术业有专攻，铸就满意品牌。在洛

阳市东方人民医院的中医儿科团
队中，有中医儿科专业研究生、中
医专长医师、副主任医师7名。其
中，学科带头人刘进录曾师承安效
先、刘韵远、刘弼臣、宋祚民等当代
中医儿科名家，尤其擅长治疗小儿
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对
小儿急（慢）性肾炎、过敏性紫癜、
心肌炎、鼻炎、抽动综合征等常见
病证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刘进
录的学术经验传承人、现任科主任
李润涛继承发扬刘进录的中药发
泡治疗过敏性咳嗽、过敏性鼻炎
等，运用穴位贴敷疗法治疗小儿常
见病，见效快、痛苦少，深受家长好
评。刘进录的学术经验传承人刘
晓婧，2006 年起随父亲刘进录习
医，尤擅治疗小儿咳嗽、哮喘、反复
呼吸系统感染。魏海军、张文晓、
李泽龙、杨端等，在小儿咳嗽、哮
喘、积滞亚专科及中西医结合疗法

上，各有专长，为患儿提供中医儿
科医疗保健服务。

因为信赖，所以放心
“我们一家几代人都是刘进录

医生的‘铁粉’！”5月19日上午，在
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中医儿科诊
室外候诊的王女士说。自己从小
就找刘进录医生看病，婚后子女遇
到头疼脑热，还是找刘进录医生看
病；今天，她又抱着患有积食的孙
子，找刘进录医生就诊。

“‘母代子服’是刘进录的绝招
儿之一，也是中医儿科的一大特
色！”李润涛说。去年11月，科室接
诊了一名4个月大的女婴，接诊时
咳嗽、喉中痰鸣、鼻塞、大便溏薄，
曾在多家医院反复住院，治疗效果
欠佳。医生向患儿家长推荐“母代
子服”法。服药3剂后，患儿病情逐
渐好转；再服5剂，患儿已康复。时
过半年，患儿曾因感冒等4次就诊，
均采用“母代子服”法，未再住院治
疗。目前，该患儿已经接近正常儿
童的发育标准，家长十分感激，称

“母代子服”法帮他们渡过了难关。
“母代子服”赢赞誉，辨证施治

绝招儿多。4月18日，12岁的李某
以“剧烈咳嗽5小时”为主诉就诊。
患儿既往病史显示，荨麻疹、幼年有

喘息性支气管病史。医生采用“针
刺+穴位贴敷”的方法进行治疗。

针刺穴位10分钟后，患儿咳嗽
减轻，穴位贴敷后返回家中。次日
复诊，患儿仅有偶咳，再施“针刺＋
穴位贴敷”。4月20日电话随访，患
儿咳嗽症状消失。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由刘进录
独创的穴位发泡三伏贴。每年五
六月份，刘进录都会带着徒弟到伏
牛山采取新鲜毛茛，经过十余道工
序，加工成穴位发泡液，并且在用
于临床使用之前先在自身局部进
行试验，至今已在临床应用 20 余
年。穴位发泡三伏贴主要用于治
疗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咳嗽、肩关
节炎、膝关节炎等病证。由于疗效
显著，前来就医的患者不仅有洛阳
本地的，还有郑州、平顶山、三门
峡、焦作等外地患者。仅 2024 年，
前来接受穴位发泡三伏贴的患者
就超过700人次。

杏林春暖春常在，橘井甘甜甜
万家。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中医
儿科团队将以此次获批全市首批
中医临床重点专科为契机，凭借其
合理的结构、卓越的临床能力、显
著的学术成就，再接再厉，为护佑
儿童健康做贡献。

洛阳市名老中医刘进录接诊中 刘云飞/摄

刘进录、李润涛在伏牛山采药 尤云飞/摄

不久前，在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公布的全市首批23个中医临床重点专科中，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中
医儿科榜上有名。这是该院继去年12月2个专科获批“省级重点”，今年4月5个专科获批洛阳市首批
临床重点专科及特色专科之后，在专科建设方面取得的又一成绩。

“呵护的是幼芽，叫响的是品牌，增辉的是杏林！”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中医儿科学科带头人刘进录
动情地说。中医儿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市首批中医临床重点专科，是洛阳市东方人民医院一以贯之鼎
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医儿科团队躬耕杏林的结果，更是广大患儿和家长信赖、信奉中医药力量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