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难忘郑州人民医院

胡 瑛

相信每个人都觉得生病住院
是一种痛苦的体验，但每每忆起
郑州人民医院，回忆起母亲在人
民医院住院治病的那些日日夜
夜，我的内心却更多地充溢着一
种感动。

我想，在现在这个利益至上
的商品社会，通过在人民医院住
院的半个多月时间，郑州人民医
院里的那些妙手仁心的医护人员
带给我和母亲这两个异乡人的，
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感慨——
原来这个世界并不缺少爱。

2009 年秋天，我陪同母亲到
郑州旅游，由于水土不服，加之年
事已高，母亲多年的老毛病胆结
石又复发了。

在导游的帮助下，我带着母
亲来到郑州人民医院，在初诊后
随即办理好住院手续，就住在住
院部大楼的小间病房。

住院时，我身上带的钱不够
住院所需的押金，医院有关领导
了解情况后，果断地说：“救人要
紧，先救人，再交钱。”

就这样，带着对人民医院的
感激之情，我把母亲安顿在人民
医院窗明几净的病房里。

在母亲住院期间，我夜以继
日地陪侍在病榻前，几天下来，已
经有点吃不消了。

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院方
特地选派了两名护士，分别在白
天和晚上帮助我照顾母亲。

在那十几个日日夜夜里，她
们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帮助母
亲打饭，搀扶母亲如厕，为母亲端
饭端水、盥洗更衣。

为此，母亲多次感动得热泪
盈眶，抹着眼泪对她们说：“你们
和胡瑛一样，都是我的好女儿！”

经过医生的精心治疗，护士
的悉心护理，母亲的病体很快痊
愈了。郑州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
的仁心仁术和无私之举，令我和
母亲备受感动。临出院时，我特
地将一面印有“郑州人民医院，人
民的好医院”的锦旗与一封感谢
信交到人民医院领导手里，借此
表达一名普通的外地患者和她的
家属对人民医院高尚医德的感激
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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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张笑脸迎院庆”定格第七张笑脸

1954年，她出生在“公教医院”
退休之后的她不甘于享受安逸的生活 依然决定从事教育工作

“百张笑脸迎院庆”定格的第七张笑
脸，属于一位退休的幼儿教师。

1954年，王娅出生在郑州人民医院的
前身——郑州公教医院。

虽然已年过半百，但王娅的笑脸依然
文雅清丽。

“文革”中遭受的不公平待遇，8 年艰
苦的知青生活，返城工作后的诸多不如
意……过往岁月里的挫折和坎坷，没有在
王娅脸上留下一丝痕迹，而是沉淀出一种
淡定从容的豁达气质。

如今，已经退休的她依然选择回到学
校，教书育人，和纯真的孩子们朝夕相处。

晚报记者 邢进 实习生 杜世民/文
晚报记者 白韬/图

初见王娅，我们惊讶于时间对她的偏
宠。

那张五官酷似影星的脸，看上去如此
年轻，让人无论如何都无法跟 57岁这个年
纪联系起来。

王娅的妈妈王鹏辉已经 83岁高龄，仍
然精神矍铄，她是互助路小学的离休干部。

1954 年，王鹏辉在当时位于老坟岗附
近的自由路小学做教导主任，因为学校成
立不久，事情比较忙，虽然怀着身孕，她仍
然从家里搬了出来，吃住在学校。

王鹏辉的丈夫在杜岭街小学工作，他
们的家也在附近。

自由路小学离解放西路的郑州公教医
院很近，恰巧学校有位姓黄的老师，她的哥
哥当时就在公教医院当医生。

王鹏辉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到郑州公教
医院的技术、条件和服务都比较好，就决定
到这家医院生孩子。

1954 年 3 月 26 日清晨，王鹏辉开始阵
痛，由于之前已经生过一个女儿，她知道这
是快要生了。

王鹏辉十分镇定，她收拾了必需的物
品，还去街上买了些卫生纸，一个人赶到郑
州公教医院生孩子，甚至没有第一时间告
诉丈夫。

等到丈夫得知妻子要生的消息，赶到
医院时，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王娅已经出生
了。

虽然隔着 57年的漫长光阴，王鹏辉仍
然对郑州公教医院的热情服务记忆犹新。

“根本不需要家人陪护，从入院到出

院，都是医护人员全程照顾”，她说，生完孩
子躺在病床上，医生护士忙前忙后，不断进
来嘘寒问暖，问身体有什么不适，让人感觉
格外温馨。

王娅生下来个头并不大，体重有 5 斤
多，因为这一胎又生了女儿，本来期待着生
个儿子的王鹏辉有点小小的失落，但是丈
夫喜欢孩子，不断地开导妻子。

“他说我们校医室的医生家里，生了八
个女儿，女儿是爹妈的贴心小棉袄，多好
啊！”

第二个孩子降生的喜悦，丈夫的宽慰，
医护人员的耐心照料，让王鹏辉那点小小
的失落很快就消失了。

几天后，她抱着王娅高高兴兴地出院
了。

1960 年，王鹏辉调任互助路小学教导
主任，直至离休。

王娅的小学时代在互助路小学度过，
初中则是在附近的十六中。

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庭条件也
比较好，王娅最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童年
和少年时代。

“因为父母都是老师，学习方面有便利
条件，我学习一直都很好，和同学们相处也
很愉快。”

可是，王娅少年时代的幸福时光因为
大时代的变迁而终止了。

初中毕业时，王娅还不满17岁，响应知
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她插队到郊区的
侯寨农场，成了一名知青。

由于家里的成分高，出身不好，王娅受
尽了歧视和各种不公平待遇。

“那时候上大学都要推荐，不管你表现再
好，只要出身不好，也没有被推荐的资格。”

而招工也是这样，好的机会都给了“根

红苗正”的同学，像王娅这样的“黑五类”、
“可教子女”，只能眼睁睁看着。

就这样，王娅在乡下待了整整 8年，方
才返城参加工作，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

此刻，王娅坐在妈妈家中说着往事，临
街的窗外，梧桐树叶的斑驳光影洒落在她
沉静如水的面庞上。

“说起过去，虽然我有很多烦恼和不如
意，但人生就是这样，相比其他人，我不能
算很好，但过得也不算太糟，知足者常乐。”

2004 年，跟孩子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
王娅办了退休手续。

儿子也早有了稳定的工作，如今的王
娅已经到了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也许是受
父母的影响，她始终抛不下对教育工作的
热爱。

现在，王娅受聘在郑东新区一家幼儿
园当老师，每天在西区和东区之间快乐忙
碌地奔波。

“因为家就在对面，不上班的时候我经
常过来陪陪妈妈，跟妈妈一起吃饭、聊天”。

妈妈王鹏辉从郑州晚报上看到“百张

笑脸迎院庆”的活动，就“自作主张”给王娅
报了名。

“人老了都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聊天
的时候妈妈总是说起我出生时的情形，也
总是提到当时公教医院的医护人员有多么
照顾她”。

这是什么样无微不至的照料，让人 57
年来都念念不忘？

王娅说，她一直不知道怎么表达对接她
来到世上的那些医生和护士的感激之情，

“参与这次活动，总算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虽然不经常去郑州人民医院，但是王

娅却对她出生的医院十分关注：“我知道这
个医院各方面都很先进，不论是技术还是
服务水平，在市级医院里都是拔尖的。”

现在工作的幼儿园同事，有些去过郑
州人民医院就诊的，也都对这家医院评价
很高：“我总是会很骄傲地告诉她们，我就
是在这家医院出生的！”

有时候去上班，王娅会路过郑州人民
医院的东区分院，对于医院不断发展壮大
的步伐，她也会惊叹不已。

“等到明年院庆的时候，我希望能和妈
妈一起为医院庆祝100岁生日。”

[我与郑医的故事]

经历过坎坷和磨难 但她依然保持平常心

希望能与妈妈一起 为郑医庆祝百岁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