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0月23日 星期五
编辑：李无双 美编：高磊 校对：海梅 Y05荥阳 报 热点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比现在，
那时候条件不好，但同事们都有一腔
热情。洗衣房每天要为病人洗换被
褥，任务重、条件差，工作人员只有鲁
振华、张秀荣两位大嫂。那时候没有
自来水，没有洗衣机，他们都是把要
更换的病房被褥先用手搓，然后用大

荊篮挑到南关河里，漂摆干净。
因为没有自来水，医院工作、生

活用水，医生、护士们都是排队到医
院唯一的一口井上，用辘轳绞水、抬
水。医院医护职工、病人百十口人
吃饭、喝水，都是靠伙房的高师傅一
个人挑水。高师傅还负责厨房里的

和煤、揸煤，他任务重、工作多，还总
是乐呵呵的，从不叫苦。

我们为之献出青春年华、献出
毕生精力的荥阳市人民医院如今旧
貌换新颜。我们深深感到，在党的
领导下，将来荥阳市人民医院必将
会更加蓬勃发展。

曾经的老旧病房楼和门诊楼

记得上一次让我心潮澎湃的还是我刚
入职那会儿。2011年我从医学院校毕业，在
荥阳土生土长的我选择了荥阳市人民医院
工作。当时人们还是习惯叫县医院，身在县
医院工作被亲朋好友羡慕说找了个好单位。

刚进医院那会儿年龄还小，并没有过多
留意医院的整体情况，但在平时工作中和去
其他县市医院交流学习的同时，我也慢慢了
解到，医院的环境还是比较滞后的。从老同
事那里听说，医院老院区是 20世纪 80年代
建设的，当时只建了一栋病房楼和门诊楼。
随着住院患者越来越多，地方不够了就在现
有院区的空地上建一栋，再不够了再建一
栋，最后把这几栋楼都连了起来，导致现在
有些患者来到医院找病房的时候，还是埋怨
一句“来县医院就跟逛迷宫似的”。因为楼
宇之间密集导致病房楼的走道光线不好，灯
都是常年开着，有时病区住不下了，走廊里
还会加床，剩下的空间更是只够一个平车通
过。总之，当时县医院的住院环境条件差是
被患者和家属所诟病的。

新院区明亮温馨值得期待

现在新院区竣工投用，不少医护人员在
投用前都迫不及待地时常戴着安全帽来新
院区转转。新病房楼是一栋 12层的东西向
建筑，在竣工投用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到新
病房楼去看看。

通过住院大厅的电梯，直接上到了 12
楼。在12楼俯瞰整个医院院区，无论是南边
的万山山脉，还是北面的城区都一览无余。
12楼东面是肾病内科，我看护士长当时也不
是太忙，就拉着她带我转转。护士长说：“这
几天，我们全体医护人员和患者一同从老院
区搬了过来，虽然累了点，但大家都很高兴，
新病房干净宽敞明亮，而且医护人员的工作
生活用房也多了，工作更加舒心，患者也住得
舒心，医患关系也更加和谐。”

整栋病房楼的病房都在南面，病房有双
人间和三人间，哪怕是三人间也不显得拥
挤，每一间都向阳，温暖的阳光能够洒满整
个病房。每间病房都配备独立的卫生间，还
有淋浴设备，楼顶是太阳能，楼下还有换热
系统，能够提供24小时热水。病房楼的北边
部分就是医护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区域了。
新办公室分成了医生办公室和护士站，治疗
室也单独设置了处置间。每间病室、护士站
都配置了警报器，病床床头和卫生间也都配
备了紧急呼叫系统，新的住院环境更加保障
了患者的住院安全问题。

参观完整个病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竣工搬迁仪式当天还成立了荥阳市总

医院，全市17家医疗单位成为“一家人”。相
信县医院的未来将更加广阔，荥阳人民群众
生产生活也必将得到更有力的健康保障。

1961年，我
从新乡卫生学校
毕业，抱着献身
家乡的满腔激
情，被分配到荥
阳县人民医院做
护理工作，1995
年退休。欣逢荥
阳市人民医院新
院区落成，我作
为历史见证人之
一，感慨万千。

热血澎湃

10月19日，荥阳市人民医院新院
区顺利竣工搬迁。身为医院的一名职
工，虽然近几年总是关注着新院区从
基坑到封顶，再到建成投用的整个过
程，但在当天正式揭牌仪式上仍然是
热血澎湃。

激情年代
口述 杨玉枝 整理 王永襄

我1961年到荥阳县人民医院工
作时，内外科医生大多是从农村调
来的民间名医。他们大多年过半
百，甚或年近花甲，人人医术精湛，
德高望重，在同事和患者中有很好
的口碑。老医生们对刚刚踏上工作
岗位的年轻人循循善诱，手把手地
为年轻人传授医疗技艺。大家都无
比尊重他们，促膝相处，犹如自家长
辈。他们之中有王同道、房子红、姚
丙申、付勋业等。前辈医疗护理人
员有陈四芬、张俊范、齐凤池、马春
梅、田秀珍、高淑珍、王金星、路喜梅
等。后来逐渐分配、调入的有王守
礼、陈青山、陈金波、汪卓力、刘志

忠、杜玉卿、庞煜才、谢玉珍、翟聚
坤、梁冠超、管相林、孙振庭、肖福
成、陈尚智、郑如闽、郭泽民、魏其
营、杜万东、王玉枝、王玉兰、康义
娟、王金伟、陈福果等。这其中不少
人已辞别人世，令人怀念和叹息。

这些医生护士仁慈在心，视病
人如亲人，有口皆碑。有位自感垂
危的病人求治于刘志忠医生。刘医
生诊断以后，先沏一碗红糖水端给
病人，说：“老弟，先把这水喝下去!记
住，不要害怕，有我在就有你在!”他
给病人取药服下，病人顿感病除，高
高兴兴辞别而去。医生庞煜才对病
人体贴入微，有位折腾一夜的病人，

一早登门求治于他，他热情地把自
家热腾腾的酒糟糯米汤端了上来，
说：“你先喝下去，一会儿咱去医院
开药。”病人喝下这碗热汤，双方聊
了一会儿家常，临近 8点，病人告辞
要走。他说：“我的病好了，不看了!”

那个时候的院长、书记先后是
高北辰、吕文钦、刘淑静、田秋林、韦
启超、张梅、董改名、翟聚坤、徐留
柱、郭金堂等。他们平易近人，对同
志体贴入微，谁家有了困难，领导都
要询问，帮助排解。大家发现医院
工作有什么问题，也都愿意直言不
讳地提出建议。那时的团结战斗集
体，至今让人留恋。

医护前辈永记心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人们激情
焕发的年代。医院的医生护士视病
人犹如亲人，显示了白衣天使们救死
扶伤的人间真情。1961年是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人们生活困难，不少农
民得了浮肿病。为抢救病人，县医院
在县城西关设立了浮肿病病房，我积
极报名参加护理。我负责护理的病
人中，有一对家住崔庙的杨姓老年夫
妇，我们相处犹如家人，至今记忆犹
新。老大爷头发长了，我到街上请来
理发师傅给他理发；天天晚上提来热
水帮他烫脚；他的饭量大，我把我的
粮票匀出来给他吃。几个月下来，杨
大爷胖了，我却瘦了，但我心里高
兴。可是人有旦夕祸福，忽然一日老

大爷病情急转直下，一个冬天的夜
晚，老人咽气了，老大娘哭得死去活
来。我帮老大娘为大爷整容穿衣，
他们老家来人接他们，我帮他们把
老人的遗体安顿到架子车上，送他
们上路到大街上。杨大娘拉着我的
手流着泪说：“闺女，你真是毛主席
教育的好人啊！你比俺亲闺女照顾
得还好。”这之后，只要年景好了，每
逢新粮下来，杨大娘总要跑几十里
路，给我们送来几斤金灿灿的小米、
甘甜可口的红薯，让我和孩子们尝
尝鲜。每逢春暖花开，我也常带孩
子去南山看望大娘。久而久之，我
们成了不是亲戚的亲戚，直到后来
杨大娘年迈去世。后来我为此写了

篇文章《人间真情贵如金》，登到了
《郑州晚报》《老人春秋》和河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的《激情年代》上。

其他医生、护士也是这样对待病
人。外科医生王守礼利用下班时间，
骑车十几里，连续20多天，为农村行
动不便的老人送药、换药；病房护士
李华珍，把发高烧的孩子留给丈夫看
护，她连续值守两个班次16个小时，
无怨无悔；朱秀玲、张梧凤、王淑芬、
董兰英、李华珍、李江州等工作踏踏
实实，任劳任怨，有的同志工作二十
几年从未请过病、事假，常年坚守工
作岗位；韩景荣为抢救病人于危难，
自告奋勇为大出血病人献血等。这
些感人事迹，举不胜举。

救死扶伤侠肝义胆

艰苦奋斗代代流传

□楚珣

荥阳人的健康凝聚着荥阳市人民医院几代人的心血，因而，荥阳人仍习惯称荥阳
市人民医院为“县医院”。荥阳市人民医院的发展是荥阳卫生医疗事业的一个缩影，
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郑州晚报·荥阳时报》今日刊载两位荥医人的文
章，为所有的荥医人加油，也祝愿荥阳人身体安康，生活更幸福。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