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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夜幕降临在身旁，小小的眼睛里，
闪烁着点点的星光，有一道白色的身影还
在奔忙。你轻轻张开双臂，守护着小小的
身躯，让每一次心跳，都迸发出力量。你
轻轻张开翅膀，守护着小小的梦想，让每
一次呼吸，都跃动着光芒……”这是一首
为感谢医护人员的自创歌曲《守护者》，创
作者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主任刘
灏教授，也是一位患儿父亲。

6月15日凌晨，因为重症脑炎，5岁男
孩林林（化名）被120救护车紧急送到上
海市儿童医院泸定路院区。经医护人员
及时抢救和细心治疗护理后，终于转危为
安。10天后病情稳定，林林被转至神经内
科普通病房，目前已顺利康复出院。为感
谢医护人员，刘灏教授特别自创了这首歌
曲《守护者》。

“在那个凌晨，在生死关头，是医护人
员给了我们一线希望。其中，陆叶医生迅
速准确地判断出了孩子的病情，让我们对
治疗充满了信心。”刘灏坦言，“希望能通
过创作歌曲的这种方式表达感激，孩子的
治病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医护人员的伟
大，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孩子
的守护者。”

刘灏所说的陆叶医生，正是当天主要
参与了林林救治工作的医生之一。在林
林住院那一周，家长无法时刻陪伴在孩子
身边，医务人员便成了孩子的“临时爸
妈”。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陆叶医生都和
其他医护人员24小时轮番守护在孩子身

边。一方面全力救治患儿，一方面还鼓励
着家长，让他们不用过度担心。在那段艰
难的日子里，他们给患儿全家带去了希
望，让他们在莫大的焦虑中找到了一丝安
慰。

在儿童医院PICU的大门外，无论白天
黑夜，总是有许许多多的家长在翘首等
待。他们的表情或焦虑急迫或沉默凝重，
从不同方向投来的目光都汇聚在大门
上。在这扇大门里，医护人员为了抢救急
危重症患儿，争分夺秒、不舍昼夜。

1990年出生的陆叶是儿童医院PICU
的一名主治医师。PICU，也就是重症监护
室，在这里住着的都是危重症小患儿。作
为无陪病房，没有家属的陪护，家属更会特
别焦虑，除了救治工作外，陆叶每日会通过
和家属当面解答详细告知小患儿的病情。

“我自己也是一名母亲，对家长的焦虑感同
身受，小朋友的每日饮食，睡眠质量，大小
便情况，还有心情状态……我都认真观察
记录，只有让家长们详细了解了自家宝宝
的每一处细节，才能让他们放心。”

为什么会选择做一名儿科医生？陆
叶告诉记者，初衷是想当一名医生，觉得
医生是一份很光荣并且很有成就感的职
业。后来选择儿科，是觉得每天和儿童
打交道，是件很纯粹并且很有爱心的事
情。“因为儿童不会装病，病好了，只要身
体舒服了笑容都会写在脸上，会笑着和
你打招呼，我们每天在查房工作的时候，
看着小朋友一天天好起来，自己的心情

也会更好。”
在重症监护室工作多年，陆叶已经记

不清做了多少回的“临时爸妈”了。每当
看着自己抢救过或者治疗过恢复很好的
小患儿，她会从心底替他们开心。“有的小
朋友病情恢复后，每隔一段时间会到医院

来看望我们医务人员。看着小朋友一天
天长高，脸上灿烂的笑容，我们都会非常
开心。还有些重症脑炎的小朋友，从刚送
入医院抢救时的意识不清，到出院时和我
们打招呼挥手‘再见’，会让人感受到一份
特别的幸福。”

扮演不同的角色扮演不同的角色 诠释共同的身份诠释共同的身份
90后青年医师：无悔当初选择，未来也会感谢曾经的自己

临时爸妈、邻居哥哥、
暖心儿女……这群90后虽
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却
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
医生。

2024年8月19日是第
七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节
日主题是“崇尚人文精神，
彰显医者仁心”。医师节来
临，记者走近了这群青年医
生，倾听他们的心声。“选择
了从医，确实很辛苦，需要
不停去学习、去积累，但是
要相信所有的付出是有回
报的。在自己不断进步的
同时，也会帮助到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这个过程中会
发现更好的自己，而未来的
你一定会感谢曾经的自
己。”这群青年医生说。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比李兵家小一岁，杨浦区殷行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全科医生王文慧1995年
出生。但是和李兵家不一样的是，她平时
打交道的对象大多数都是老年人。

家住殷行街道的陈老伯今年67岁，患
有高脂血症，身材完全走样，体重成为老人
生活中不小的负担。虽然陈老伯之前已经
服用各种药物，并尝试节食，但是效果并不
理想。之后，他听闻中医对减肥有着独特
的理解和较好的疗效，并在家庭医师介绍
下，来到了殷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门针
对三高人群的运动干预门诊，接诊的正是
王文慧。

经过医学体检、运动能力和运动风险
评估，王文慧为陈老伯量身制定了一份“运
动健身处方”，让他的运动日程满满当当却
又不失乐趣。每天早上，陈老伯都会先花
上20分钟练习八段锦。不仅让他的四肢肌
肉韧带和脊柱得到了温柔的拉伸，还通过
吐纳之法，提升了肺功能。紧接着的40分
钟，弹力带成了陈老伯的得力助手。经过
两周练习后，王文慧建议陈老伯提高运动
强度。随着脚步的轻盈与沉重交替，每一
滴汗水都是陈老伯向健康迈进的见证。

在不懈努力的两个月后，陈老伯踏
上了前往医院的复查之路，心中既忐忑
又充满期待。复查结果给他带来了惊喜
连连——那些曾经让他头疼不已的高血脂
指标，如今已悄然蜕变。现在的陈老伯逢
人就夸：“清晨醒来时，感觉自己精神饱满、
充满活力。还得感谢小王医生啊！”陈老伯
说，在小王医生的鼓励下，还结识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运动伙伴，他们相互鼓励、共同进
步，让运动成为一种享受和乐趣。

2021年，王文慧来到了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工作，一转眼三年过去了。除了运动
干预门诊，王文慧还负责社区医院的10多
张病床，不少来住院的居民都是她的“铁杆
粉丝”。

“血压、血糖都是好的。最近天气热
了，一定要当心中暑，平时多喝水。”每天清
晨，当她踏入病房时，总是带着温暖的微笑
和亲切的问候。“对于住院的老人来说，一
个简单的‘早上好’和真诚的关心，能够为
他们的一天带来阳光。我会询问他们昨晚
的睡眠情况，是否感到舒适，或是有没有需
要特别关注的不适。”王文慧说，每位老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习
惯、文化背景和个性。在病房内，她努力了

解每位老人的个人偏好，比如有的老人喜
欢在餐前散步，有的则需要在特定时间服
用药物。“沟通是医疗服务中的关键，与老
年人沟通时，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技巧。我
努力使用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避免使用
医学术语，确保他们能够完全理解我的
话。我尊重并满足他们的个性化需求，让
他们在病房内也能感受到家的温馨。”

住院期间，老人们可能会感到孤独和
焦虑。只要王文慧有空，她会花时间去陪
伴那些住院的老人，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
事，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忧虑。“作为社区医
生，用我的耐心、专业知识、细心关怀和责
任心，为老人们提供了超出医疗服务的温
暖。走入他们的心，成为他们信赖的‘暖心
女儿’。我相信，只要我们带着爱心和尊重
去服务，每一位老人都能在病房内感受到
家的温暖和关怀。”

因为王文慧的陪伴和倾听，让老人们
减轻了他们的孤独感。不少老人开玩笑
说：“小王就像自己的闺女。”

每周三早上6点不到，王文慧就会早早
起床，然后前往医院附近的公园，指导老人
一起练习功法、打打八段锦等。练习一个
半小时后，再赶回医院上班；而很多老人也
会准时在公园等着她。“每次见面都特别高
兴，感觉像是陪着自己的长辈们在一起锻
炼身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很少有完
整的休息日，而且经常要保持24小时在线
状态，但能做好居民的健康守护者就感觉
自己并不辛苦。”王文慧说，当初觉得可以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挥更大的价值，所
以坚定地选择来到这里。如今，她更坚定
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常常让她很有成就感。她喜欢这个“暖
心女儿”的身份，这是对她工作的认可。“我
期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帮助更多的社区
居民。我也相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社区
的每个角落都将充满健康和快乐。”

和陆叶一样，1994年出生的李兵家从
医学院毕业后，选择来到上海市儿童医院
急诊科工作。急诊科是一处“从不熄灯”
的地方，像是一个永不停摆的时钟，一年
365天，一天24小时，全年无休地运转着。
在江苏老家，李兵家有姐姐，也有弟弟，和
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光总是很愉快，而他也
喜欢照顾年幼的弟弟。如今在急诊科，他
感觉自己多了一种身份——患儿们的“邻
家哥哥”。

11岁的女孩悦悦（化名），反复无热抽
搐两年，在外院检查了很多次都没有找到

病因。不久前，再次因为抽搐频发悦悦被
120送来急诊。接诊时，孩子随时有抽搐
再发、呼吸心跳暂停风险，初步诊治颅内、
颅外病因都未查出原因。李兵家是悦悦
的接诊医生，在抢救室观察期间，悦悦再
次抽搐发作，家属焦急万分。此时李兵家
留意到悦悦的心电监护上心电图QT波段
有轻度延长，随即考虑心源性原因导致
阿-斯发作可能。完善相关检查后，终于
找到了孩子发病的原因——长QT综合征，
这是一种致命的心脏离子通道疾病，孩子
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找到“真凶”后，悦悦
被转至外科置入心脏起搏器后，痊愈出
院。出院前，悦悦很认真地说了声：“谢谢
你，医生哥哥”。那一声“医生哥哥”，李兵
家觉得“有种满满的幸福感”。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
李兵家常常这么形容自己的工作。他
告诉记者，急诊科是医院患者最为集
中、病种最多、诊疗任务相当艰巨的科
室，而科室医生面临的也是巨大的压力
和极大的工作量。“医院门诊关了，而急
诊却是灯火通明，遇到就诊高峰的时
候，一名急诊医生平均一个晚上要接诊
100多个患儿。”

“宝贝，来，让哥哥来听下呼吸声，我

不会给你打针的。”在急诊科，李兵家喜欢
“邻家哥哥”这个身份，但是要做好哥哥，
并不容易。儿科的难点在于沟通困难，小
患儿向医生表达的方式往往是哭闹，而急
诊医生首先具备的本领就是观察。“我会
细致观察孩子的面色、反应、精神状态等，
同时询问孩子的发病始末，最短的时间内
研判病情。”李兵家说，轻症患儿在门诊就
可以完成诊疗，病情不稳定的会留到观察
室进一步治疗，而重症危急的则会直接送
到抢救室。

除了与患儿的密切“沟通”外，在急
诊，还常常面临和家长的沟通。面对焦
灼、急躁的家长，如何有效地与他们沟
通，是急诊医生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
急诊紧急处置的过程中，如何用通俗、简
洁、精确的语言让家属理解并配合治疗，
这是急诊医生必备的技能。”李兵家说，

“其实，只要把患儿当成自己的家人，设身
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出发，做好这些也都
不难了。”

不过，除了这些，过硬的基本功，是李
兵家自信的来源。“急诊作为一个全科，必
须具备识别出危重患儿的技能。在接诊
的儿童急诊患儿中，大多属于轻症，但常
见病症中常藏匿凶险病情。我们的责任

就是快速识别复杂及危重患儿，分流至专
科进一步诊疗。儿童病情较成人很大的
一个不同就是病情变化极快，所以儿童急
诊的漏诊后果更严重。前几分钟还是好
好的，突然患儿就晕厥、意识丧失了。”李
兵家说，对于急诊医生来说，不能放过任
何蛛丝马迹。如果说医院是生死较量的
战场，那么急诊医生就是“先头部队”，必
须反应迅速、分秒必争。

在医学院毕业前，导师劝勉李兵家：
“选择从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可能
有加不完的班、熬不完的夜，但是我们始
终要相信：我们正在做着最正确、最有价
值、最具光芒的事业。”真正成为一名儿科
急诊医生后，李兵家越来越能领悟导师的
这些话。此外，在科室前辈老师们身上李
兵家也学到了很多，其中有最重要的两
点：一是要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家人，二
是一定要在专业技能上精益求精，让自己
可以胜任这份职业。

“最喜欢看到孩子的笑脸，让人感觉
很温暖，有时候都想去捏捏他们的小脸。”
谈及医师节，李兵家说，越投入越热情，喜
欢医生这份职业，也喜欢“哥哥”这个称
呼，医师节最好的礼物大概就是患儿和家
属对他的认可吧。

我期望通过我的努
力，能够帮助更多的社区
居民，让社区的每个角落
都充满健康和快乐。

到出院时和我们打
招呼挥手“再见”，会让人
感受到一份特别的幸福。

越投入越热情，喜欢
医生这份职业，也喜欢

“哥哥”这个称呼。

陆叶医生收到小患者的祝福。

李兵家医生。

王文慧在医院附近的公园指导老人一起练习功法、打打八段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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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临时爸妈

轻轻张开双臂，守护着小小的身躯

身份：暖心女儿

走入患者的心，成为他们信赖的人

身份：邻家哥哥

一声“医生哥哥”，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