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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过后，气温骤降，清
寂的冷风刮过，刺骨地冰冷。

昨天，建中街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廊道的尽头，还是
那间不足 15 平方米的房间，
只不过没有往日拥挤的人
群。

桌子上，一束黄白相间
的菊花傲然开放，空荡荡的
桌前，再也看不到那个满头
银丝、鼻梁上架着眼镜、眼神
透亮，戴着橡皮手套的双手
摁在病历本上，声音略带沙
哑的老人。

只有墙壁上的锦旗，无
言地诉说着这里的主人和她
曾经的故事。

那次见到胡佩兰老人，
是2013年7月7日，前来看病
的患者都会在诊室门口挤得
只剩下一条过道，木凳上和
病床上坐着一排人，墙边站
着四五个。

直到下午1点多，看完最

后一个病人，老人才得空聊
了几句。一个上午，老人没
有喝一口水，没有上过一次
厕所。

三儿子胡心一说，这是
老 人 几 十 年 来 的 习 惯 ，看
病期间不喝水，不上厕所，
怕 耽 误 了 患 者 的 时 间 ；看
病 从 不 限 号 ，坚 持 看 完 最
后 一 个 才 结 束 坐 诊 回 家 。

“ 回 到 家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喝
水、上厕所。”

那时的胡佩兰老人患有
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腰部
要靠钢板支撑，小腿浮肿，进
出都要坐小推椅。

看病时，患者说着，她努
力地侧过身子，仔细地聆听，
有时候实在“听不懂”，旁边
的学生便帮忙“翻译”。询问
完病情，患者走进一门之隔
的检查室，她双手用力地摁
着桌子，慢慢站起来，将身子
扭成45度，停留几秒后，扶着

椅背，走进检查室。
检查完病人，她一手扒

着门框，一手扶着桌子，缓缓
落座，一笔一画写下诊断意
见，这样的动作，她每天要重
复二三十次。

结束看诊，她会顺手拿
起桌上一沓打印的小纸条，
抽出一张，夹在病历本中。
有时，还会在纸条背面特意
写下几行字——上面是建
议去哪个医院做 B 超，以及
注意事项，都是老人行医多
年 精 挑 细 选 出 的“ 价 格 便
宜，检查认真，距离患者相
对较近”。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细
节是，她给一个外地患者的
小纸条上，清晰地标注上了
检查所去医院的公交线路。

一名患者说：“胡主任走
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
她医术好，看病仔细，从不乱
开药。”

“感动中国”胡佩兰，她是郑州骄傲
早在2005年7月22日
本报“河南新闻名专栏”《独家责任》推出整版报道
2013年7月9日，《独家责任》再推重磅报道
关注胡佩兰老人，我们一直在持续

这是一位受追捧的“中国最年老
的出诊医生”，一个家庭甚至几
代人都是她的“粉丝”。
这是一位“抠门”的医生，一顿饭
两个包子，一件掉色的过冬红棉
袄一穿就是10多年。却也是郑
州市最年长的志愿者，每年捐赠
1万元，捐建“希望书屋”，至今已
经捐了7万元，建成50多个“希
望书屋”。
这是一个“不合潮流”的医生，热
衷于开“小处方”，她的用药准则
是“一是看疗效，二是要便宜，尽
量不开进口药。”
2005年7月22日，本报的“河
南新闻名专栏”《独家责任》曾整
版报道过胡佩兰的事迹，是最早
报道胡佩兰的媒体。
2013年7月9日，《独家责任》
再次推出重磅报道《中国最年老
的志愿者，胡佩兰98岁仍挂帅
出诊》，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全
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2014年1月22日凌晨5时30
分，“中国最年老的出诊医生”胡
佩兰走了，她用简单平凡的一生
感动了中国，感动着你我。
郑州晚报记者 王战龙
路文兵/文 白韬/图

人民日报微博：“医
界良心”、“医德仁心”

退休后89岁高龄仍站在手
术台上，她称得上“百岁天使”；
开药很少超百元，她当得起“医
界良心”。她是一名医生，更是
一位仁者，八年捐建五十多个
书屋。医者仁心，在医患关系
紧张的今天，“仁医”胡佩兰为
何赢得人们的尊重，当思！

大儿子在悼文中说：
“妈妈常说，开贵药对不
住病人”

母亲常说，她最大的心愿
是，能为患者多工作一天就工作
一天，守住为患者工作的阵地。
她做到了这一点。在人生弥留
之际，她留给我们最后一句话
是：“病人看完了，回家吧！”

母亲热爱医生职业，时时
心系广大患者。她在2013年度

“感动中原”十大人物颁奖典礼
接受采访时简洁地回答提问：
强调当医生的第一堂课是医德
课；医生最开心的事是看着一
个个病患痛苦而来，经治疗后
快乐而去；当医生、办医院不能
总想着钱、钱、钱！她长期坚持
2元挂号费；坚持保证疗效前提
下开便宜药，绝不开疗效不确
切的药。她说，要让广大贫困
患者看得上病，看得起病。为
追求经济利益开大处方，开贵
药对不住病人。正如“感动中
原”对母亲的颁奖词所述，“开
的是药，给的是情，看的是病，
救的是心。虽是垂暮之年，她
仍是杏林馨香的兰，人间不老
的松”！

三儿子胡心一记忆中，
母亲总是很忙，鲜有时间顾
及家里的事，“基本每天都要
和病人见上一面”，即便是公
休日，只要不开会，她都会回
到医院和患者交流。

胡心一说，上学时，自己
作文并不很好，唯一一篇被
老师当做范文在全班宣读的
就是写“我的母亲”，记忆中
的开头是：深夜，一连串急促
的叫声，“胡大夫，胡大夫…”

隔着墙头的叫声，母亲一听
到叫声便走了。

在外人看来，胡佩兰老人
家境殷实，儿子都是业内的翘
楚，90 多岁的高龄应该安享
晚年，享受子孙膝前承欢的生
活。但老人一直坚持出诊。

2013年4月2日，胡佩兰
的大儿子胡大一（年近七旬，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专
家），在一篇《老妈》的文章中

写道：“老妈 97 岁生日，我回
郑州看望。老妈现在仍坚
持每天上午出诊，她让我下
火 车 后 去 医 院 接 她 回 去 。
她看门诊比我更累些。我
大多坐着看门诊。她看每
个患者，不但要问诊记录，
还要站起来为患者做妇科
检查，会更劳累、辛苦。我
想，她可能是目前坚持上班
最年长的医生。她说还希
望再干 2 年，工作到99岁。”

斯人已乘黄鹤去
独留清名在人间

为祭奠老人，学生准备了大捧的花束，老人生前最喜爱怒放的鲜花。 2008年4月1日，胡佩兰获得
希望书屋捐赠证书。

2005年7月22日，本报在同城媒
体中第一家报道了胡佩兰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