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常说：“家庭医生关注的不应该只
是生病的躯体、器官，而应该关心的是一
个人、一个家庭。要服务好社区百姓，我
们要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
慰，就需要比其他专业的医生拥有更多的
博爱，用博爱之心去关心、爱护、引导社区
居民。”众所周知，慢性病病人需要长时间
不间断治疗和服药，为了便于及时了解病
人的疗效和服药情况，病人就诊结束回家
的时候，她都会主动留下电话，便于跟病
人和病人家属建立沟通的桥梁。无论白
天还是夜晚，面对病人家属的来电，她都
耐心地接听询问，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为病
人以及家属分析和解答。她还是固城村

的家庭医生，定期下村进行家庭医生履约
服务，为重点人群测量血压、进行健康知
识宣教。在卫生下乡、健康进社区等活动
中经常能看到她。她以良好的思想品质
和职业素养，默默无闻地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

在日常诊疗工作中她认真负责，对
病人态度和蔼，急病人所急，想病人所
想，因病施药，合理用药，切实减轻病人
负担，得到病人家属的一致好评，往往令
病人连声称赞：“李医生，你实在是太好
了，我们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而她
总是笑着说：“你们病好了、出院了，这是
对我最好的回报。”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全能家庭医生李雅丽

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

她是一名平凡的医务工作
者，不求闻达而以治病救人为天
职的家庭医生，从医20余年始终
坚守在临床一线，她就是现任郑
州市新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综合科主任——李雅丽。
记者 蔺洋 文/图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张惠从
小就开始学习各种雕刻制作技艺，
对绘画、泥塑有着异于常人的热
爱，十几岁开始参与澄泥砚、砖雕、
茶具的设计和制作，逐渐熟练掌握
揉捏、雕刻和塑造等技艺。

张惠陪伴着父亲与母亲一起
在雕刻之路上前行，其中的艰辛复
杂她比任何人都要了解。“黄河澄
泥砚的制作技艺在清代失传，父亲
母亲为了恢复这门技艺，为精研几
十道工序的制作工艺，在最初的 4
年里，经过100多次失败，终于制作
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黄河澄泥砚’。”

在张惠言语之中透露着制作过程
的艰辛，眼神中隐含着对父亲与母
亲的崇敬。

张惠的父亲张存生和母亲王
玲一生追寻艺术，着重于民族传统
文化的宣传, 弘扬黄河文化，历经
十几年的研究和创作,使黄河澄泥
砚再现于世，双双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
荣获国家级“德艺双馨”艺术家称
号，承担了 1999年河南省为庆祝
澳门回归制作礼品《九龙晷型黄河
澄泥砚》。

承习名门，始于热爱

工艺美术大师张惠

因喜欢而坚持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
中华儿女，孕育了灿烂的华
夏文明。2020年郑州市
工艺美术大师中有一个生
于黄河边成长于黄河边的
80后手艺人——张惠。
记者 蔺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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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砚》《鼎立中原砚》
《人文始祖砚》《魅力郑州砚》等作
品充分展示了传统与现代艺术的
融合，无不体现黄河文化的厚重和
精彩，也展示了张惠对澄泥砚现代
发展的理解——“工艺之美，生活即
道”，通过手作器物，为人们的生活
方式提供独特的美学追求和创意
表达，才是工艺美术的时代意义。

作为黄河澄泥砚第六代传承
人，张惠用自己的方式传承与发扬
着传统文化。多年来，张惠不仅潜
心专注于澄泥砚技艺的突破，还传
承了黄河金沙泥茶具的制作工艺，
在砖雕作品上尽显黄河文化魅
力。其创作作品多次荣获国内大
奖，并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为了
发扬和传承黄河文化，让更多年轻

人爱上泥塑雕刻，张惠每周都会带
领各年龄阶段的国内学生，甚至国
际学生体验黄河泥塑文化，探索黄
河文化的力量。

而今，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大背景下，
面对中原的厚重历史，如何讲好
黄河故事，传承历史文脉；如何将
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更好地融为
一体，用好的创意来诠释传统；如
何吸引更多年轻爱好者投身于传
统文化艺术的学习和保护传承，
提高文创衍生品的创意设计和制
作水平，让浩瀚庞杂、厚重丰富的
黄河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手
握澄泥砚制作技艺的张惠思考传
承的艰巨使命。

见解独特，发扬黄河文化

澄泥砚的创作，是一个孤独的
过程。黄河澄泥砚的制作工艺复
杂，需要几十道工序，大部分工序
都需要纯手工制作，十分艰辛。张
惠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也曾向往外
面的世界，但只要摸到那温润如玉
的黄河泥，她就感觉很踏实，很快
便能平静下来，沉浸其中，用双手
在方寸间释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营造着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张惠的热爱与坚持下，子承

父业，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
清华美院研修，接受了专业系统的
艺术教育。视野的开阔，让她没有
拘泥于传统，也没有照搬西方审
美，而是在实践中融合传统文化与
当代创意设计，对非物质文化做出
自己的解读、传承和发扬。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

1998年参加工作时，基层药品医疗
设备匮乏，看病就是一个听诊器，一台血
压计，一根体温计，但她都尽自己所学解
救患者，“以病人为中心”是她的宗旨，从
不计较个人得失，任劳任怨，用自己满腔
热忱勤奋工作，以优质的服务、高尚的医
德、丰富的临床经验和扎实的专业基础
理论知识，深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敬重。

一天李雅丽正在值夜班，突然听到
急促的敲门声，外面有人喊“大夫有急

病人”，她迅速走出去，看到一个 70多岁
的老人气喘、胸闷、不能平卧，经检查判
断是急性心功能不全。李雅丽立即与
家属沟通，建议送到医疗资源更好的上
级医院就诊，可患者家属却说：“李大
夫，我们就是附近的村民，生病都是找
你看，我们就信你的医术。”患者家属的
话给了李雅丽肯定和认可，她在有限的
医疗条件下经过一夜的治疗，患者病情
最终稳定。

“我们就信你的医术”

在工作中，李雅丽永远冲在第一
线。2003年的那场“非典”，至今让人记
忆犹新。那一天，医院领导召开紧急会
议，布置医院的抗“非典”任务。李雅丽
主动请求在隔离区坚守岗位，每天超负
荷工作排查发热病人和从疫区回来的高
危人群。从任务开始到结束，她吃住全
在医院。

她还先后参与了集体食物中毒抢

救、禽流感防控等工作。有一次，附近一
所职业学院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20
个在校学生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症状，李
雅丽接到上级指示迅速前往现场救治，
到达现场后她迅速制定工作流程，当时
有个学生是聋哑人，沟通不方便，她就耐
心地用笔与患者沟通，经过大半天的救
治大多数患者病情稳定了，她才终于坐
下来歇一歇。

永远冲在第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她一直坚守
在疫情防控的最前沿，既要承担常规医
疗工作，还要下村入户对居民开展疫情
防控知识宣传，24小时临床值班，对发热
预检分诊点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按
照上级下发的各项文件对中心全员进行
诊疗方案及防护指南的培训，对重点隔
离人群进行体温监测及心理疏导，为他
们解疑释惑。

她无怨无悔地坚守着，用她的话说

就是：“在工作中要先想到你付出的有
多少，而不是想你得到有多少”“能用自
己所学服务一方百姓，为一方百姓造福
做好他们的健康守门人也是一种人生
价值”……

她在平凡的岗位上无私地服务着广
大人民群众，兢兢业业、刻苦钻研、恪守
职业道德，凭着熟练的诊疗技术、良好的
道德和高尚的思想品质得到了患者的赞
誉和领导、同事的认可。

“工作中要先想到付出的有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