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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楷模

张民雄，男，34 岁，本科学历，共产党
员，2004年 12月参加工作，现为湖北省钟
祥市中医院眼耳鼻喉科医生、中华骨髓库
志愿者、钟祥市红十字会“救在身边志愿
者服务队”队长。他时刻以共产党员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工作，乐于奉献，多次
被医院评为“最美医生”“优秀个人”“优秀
共产党员”。

工作严谨，责任心强

自2004年参加工作以来，张民雄始终
保持着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他非常重视诊疗过程
中的心理疏通，时刻关注患者的心理变
化，坚持认为一个亲切的笑脸、一个鼓励
的眼神、一句温暖的问候语，甚至一个搀
扶的细心动作，本身就是一味对症良药。
他常对科室医生护士说，我们都要将所有
病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对每位患者都要
付出足够的时间和耐心，而不是草草打
发。 10 多年来，他的举动得到了领导和
同事的高度认可。对于一些经济特别困
难或无助的病人，他除了为病人设计最
好、最省钱的治疗方案，还自掏腰包，帮他
们垫付医药费。在病人面前，他留给病人
的永远是一张亲切的笑脸。他常说：“病
人看病，身体上是痛苦的，经济上是受损
失的。我们一定要关心、体贴病人，给病
人以亲人般的温暖。”

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张民雄经常会
遇到一些疑难病例，但他总是以坚韧的毅
力去研究、探索，不解决问题不罢休。2015
年初，他接诊了一位 76岁的患者王大爷，
王大爷在武汉协和医院被确诊“鼻腔巨大
新生物，鼻畸形”，出现呼吸困难，夜间不
能平卧休息。王大爷的孙子告诉张民雄：

“武汉的专家已把爷爷的病情告诉我们
了，这个病不能治断根，只能缓解鼻腔通
气情况，要我们回当地医院治疗。我不要
求把病人治好，只要求您尽量治疗让爷爷
夜晚能睡个安稳觉。”看着患者及家属渴

求的目光，他回答说：“放心吧，你爷爷的
病我们尽最大努力治疗。”为此，张民雄查
阅大量资料，仔细分析病情，并与其他医
院耳鼻喉科远程会诊，制定最佳手术方
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治疗，病人及家属
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

无论风里雨里，还是白天黑夜，只要
有病人需要，张民雄总是随叫随到，毫无
怨言。2016年10月的一个雨夜，科室电话
告知“一个 5 岁的孩子因鱼刺卡在咽喉
部”，张民雄放下电话，穿上雨衣，骑上摩
托车赶往医院，平常需要 15分钟的路程，
仅用了 8分钟就赶到了。一番询问后，张
民雄立即对孩子实施取刺手术，由于孩子
太小不配合，不停地哭闹，家长也十分焦
虑，张民雄一边哄孩子一边操作，花了2个
小时终于将卡在孩子咽喉部的鱼刺顺利
取出。看到孩子舒服地睡着了，张民雄才
舒了一口气。

热心公益，坚持不懈

工作之余，张民雄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始终将公益观念实践到工作、生活
中。2007 年，他加入了钟祥市义工联，一
直秉持“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
务精神开展志愿活动，是志愿者公益活动
的组织者之一，也是骨干参与者。他策划
组织并亲自参与了 60余次志愿者公益活
动，受到各级组织和社会的好评，也赢得
了广大志愿者的广泛赞誉。在张民雄的
组织及积极参与下，“大柴胡义工群”走出
了一条极具钟祥特色的民间公益组织发
展道路，从最初只有几个人参与，到现在
已经发展成为百余人的志愿者队伍。张
民雄只要一有空闲，无论是关爱留守儿
童、慰问孤寡老人还是走访贫困家庭，每
一项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都有他的爱
心。

柴湖镇张湾村农民王兴荣，20岁时不
慎摔伤致高位截瘫，受伤 30年了，现在和
80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是村里的低保特

困户。由于长期卧床导致褥疮严重，王兴
荣小便不能正常排出，亟需医疗救助。张
民雄得知情况后，心急如焚，他与大柴湖
义工助残部商量后，立即把王兴荣送往医
院救治。办理好入院手续后，张民雄和队
友们不仅为王兴荣买来了生活用品，还纷
纷为其捐款，躺在病床上的王兴荣感动得
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多年来，“热心公益，服务社会”一直
是张民雄的座右铭，他也一直坚持实践这
句话。2011 年张民雄加入中华骨髓库志
愿者，2014年3月加入市红十字会志愿者，
2017年 8月成为市红十字会“救在身边志
愿者服务队”队长。

大爱无私，真情奉献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每年，张民雄都
要义务献血 1~2次，至今累计献血达 4000
毫升。2015年9月，武汉骨髓库来电告知，
天津白血病患者与其初步配型成功，询问
是否愿意捐献骨髓，他当场毫不犹豫地给
予肯定答复。2015年11月，在参加义务献
血时，张民雄主动抽血送至武汉市中心医
院，与天津患者再次配型并高配成功。由
于整个捐献过程需要一周时间，为了不让
家人担心，他善意地欺骗家人，说自己要
到武汉出差一周。2016年2月25日和2月
26日，张民雄在武汉市中医院采集 408毫
升造血干细胞，挽救了天津白血病患者，
成为钟祥地区第一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医务人员，《荆楚网》《凤凰网》《湖北文明
网》《楚天都市报》《荆门晚报》等多家媒体
对张民雄的义举进行了采访报道。

“做爱心公益活动虽然苦虽然累，但
我不后悔，不后退。我很充实，也很快
乐。奉献爱心，帮助别人，帮我去掉了许
多浮躁，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增强
了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张民雄发自肺腑的言辞，让人深深
体会到他大爱无私、真情奉献的可贵精
神。 （沈 波）

张民雄：践行爱心公益 谱写如歌青春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博士周
英，来到青海省妇幼保健院挂职后，与该院
领导班子通力合作，在短时间内帮助受援单
位创立了中医科，并任中医科主任。截至目
前，门诊已接诊1400余人次。“周英博士还将
广州的中医膏方制作理念与青海道地药材
结合，成功研制了多款适合本地患者慢性疾
病的中医膏方，已发放400余人次，广受患者
好评。”青海省妇幼保健院院长王守磊说。

近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援青博
士团 用爱护高原》的文章，报道了中组部、
团中央第十八批 29名援青博士团“服务健
康、护佑高原”的故事，讲述了 15名来自北
京、上海、河北、江苏、广东等地的医学博士、
青年专家，带着使命与情怀踏上了青藏高
原。来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周英，正是该博
士团成员之一。从出发前，她就坚定一个信
念——让中医药惠及青海妇幼。

2017年12月，周英来到青海，挂职于青
海省妇幼保健院任副院长，自此，开启了她
心系高原的青海情。12 月的青海，草原枯
黄，湖面冰封，雪山茫茫，满目荒芜，来势汹
汹的高原反应，让她措手不及：头痛、失眠、
食欲减退、疲倦甚至有时呼吸困难。一天、
两……“来这里，就是要留下来！”坚持与恶
劣的自然环境对抗，她相信自己能做到，也
必须做到。

传播中医，为百姓带来健康

福祉

“我能为青海做些什么，我能为青海百

姓带来什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医学博士、
硕士生导师、主任中医师，周英来青海前就
确定了方向：发挥中医药专业的特色优势，
坚持推广中医药在妇幼保健方面的工作创
新。在青海省妇幼保健院院领导班子的支
持下，周英推动医院正式成立了中医科，并
担任中医科主任。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中
医科的工作已有序展开，中药处方量持续上
升。周英引领中医科开展三伏天灸和中医
膏方制作，使医院收获了患者的大量好评和
良好的社会效益。

她带头规划实施了“沃土·肥种·蓝

天”计划，为青海女性提供优生优育的中
医妇幼健康服务，为患者解决不孕不育的
生育烦恼。周英还提倡成立了青海省妇
幼协会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分会，开展主题
学术讲座；牵头举办青海省首届经方研讨
班，在省内开启了学经典、习经方、用经方
的热潮。

“青海的冬天很冷，但是医者有情，我
要到西宁以外去，为更多的边远百姓服
务。”青海地广人稀，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
西宁地区，周英对西宁市区外前来就诊的
患者都留联系方式，无论是微信还是电话，

对患者和家属的询问她均耐心解答，并通
过微信为患者提供免费的医疗咨询服务，
及时排忧解难。

有一次周英远赴化隆县茶甫乡义诊，接
诊了一位颈部患皮肤湿疹7年的患者，之后
一直坚持用微信远程指导患者用药，使他多
年的痼疾痊愈了。周英心系贫困地区的百
姓，想方设法方为患者着想，努力减轻经济
困难患者的医疗负担。有一位脑萎缩的患
者，服用周英开的中药颗粒剂后效果明显，
周英考虑到颗粒剂费用不菲，患者仍需数月
治疗，于是主动联系医院药房，把中药饮片
制作成丸剂，降低了成本，减轻了患者的治
疗费用。

甘当桥梁，培养“带不走”的

高端医疗团队

回顾一年的博士服务经历，周英感慨地
说：“一年的服务时间很短，我更想把技术留
下来，培养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在医
院查房时，她一丝不苟，认真纠正不规范、不
严谨的诊疗行为，带领全科集中讨论疑难病
例。在院内开设“西学中”系列学术讲座，开
展示范性教学手术。特别是针对年轻医生
中医基础理论薄弱问题，定期严格开展中医
常见方剂的学习考核。年轻医生直言她“非
常严厉，要求非常严格”。

医院中医科副主任赵永新回忆说：
“2018年 3月，周英亲自指导我们为一位输
卵管堵塞致不孕症的患者施行宫腹腔镜手
术，手术时她头晕，紧急吸氧。头晕缓解后

她仍坚持留在手术室继续指导，给助手详
细讲解手术要领、示范手术技巧。手术顺
利结束时，她的手术衣已被汗水湿透。”赵
永新记得，周英一边手把手地指导她，一边
打气“不要担心，我在这里”，这句话犹如一
颗定心丸，让赵永新顺利完成了手术。目
前，经过手把手带教，科室已有多名医生能
胜任常见微创手术，年轻医生的中医基础
理论水平明显提高，科室临床诊治能力明
显加强。

“来到青海，我就是青海人；来到青海妇
幼保健院，我就要为这个‘家’尽力。”周英为
了把广州先进的科研资源带到医院，努力搭
建青海与广东的桥梁，实现科研资源最大化
输送，通过建立岭南罗氏妇科工作站、邀请
派驻专家、组织人员进修培训、开展科研合
作项目等方式，促成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与妇幼保健院签定医疗技术帮扶合
作5年协议。

她还依托并引进援青医疗博士成员的
技术，带领团队开展了经脐单孔腹腔镜手
术，使妇保院妇科微创治疗水平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她主动组织协调第十八批援青
医疗博士服务团成员进院开展专题讲座，率
领团队成功申报青海省中藏医药研究课题、
青海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性课题，均获得
立项及经费资助。

2018 年，在青海，周英忍受了高原缺
氧带来的身体不适、远离儿子的牵挂和永
失母亲的悲痛，接诊门诊患者 1400 余人
次，完成示范手术 20 余次、院内学术讲座
20 余次、院外学术讲座 15 次，主办学术会
议 5场。

周英：情系高原，让中医药惠及青海人民
通讯员 孟 楠 肖建喜

“做公益活动虽然苦虽然累，但我不后悔，不后退。奉献爱心，帮助别人，帮
我去掉了许多浮躁，也激发了我对工作的热情，增强了我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挺的鼻梁，深凹的眼眶，一脸络腮胡
配上一张娃娃脸。近日，在黑龙江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针灸门诊实习的匈牙利

“萌叔”伊万，成为来往患者关注的焦点。
按照农历，过完这个春节，这位外国“萌叔”
已经 44岁了。作为一位洋学生，伊万的年
纪有些偏大，但他对中医的深深挚爱，宛若
一壶老酒，越发地醇香浓烈。

2019 年的猪年春节，是伊万
在中国度过的第 3个新年。春节
期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喜气洋
洋，这让伊万对自己的家乡有了
一丝牵挂和眷恋。从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长途跋涉来到一个陌
生的国家、一座陌生的城市，学习
中医的渴望成为推动他前行的动
力。伊万在匈牙利曾经是一位小
有名气的美食评论家，收入颇
丰。近年来，哈尔滨人在匈牙利
开设的中医诊所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中医医师凭借良好的疗效和
口碑，逐渐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
这让伊万萌生了去中国学习中医
的念头。

2014 年，恰逢中匈两国总理
签署《中医药领域合作意向书》，
在教育、科研和医疗等方面展开
全方位合作，重点支持在匈牙利
建立“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
（匈牙利）”。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被指定为该中心的中方执行单
位，与匈牙利塞梅尔维斯大学合
作开展联合培养中医药人才。乘
着“一带一路”的东风，经过本国
以及在青岛、南京的中文和中医
基础学习，伊万的最后一站临床
实习来到冰城哈尔滨。

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伊万开始系统学习针灸、
推拿等中医特色疗法。对这个远
道而来的洋学生，针灸一科主任
赵 军 给 他 的 评 价 是“ 认 真 、刻
苦”。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伊万就
已经熟练掌握了各项工作流程，
能够娴熟地配合赵军完成患者的
针灸治疗。今年春节期间，由于
中国学生们全都回家过年了，伊
万便成为赵军的得力助手。虽然
不能亲自给患者行针，但他还是
从中学到了许多技能。伊万表
示，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中医都有各
自的诊疗特色，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到更多
地方去探索中医的奥秘。

在医院针灸科实习的这段时间，伊万
成为了患者们信任的朋友。每当到了起针

时间，老病号们便会大声直呼其名，“伊万，
到时间了”。流利的汉语也让他与患者交
流起来完全没有障碍。有一次，伊万竟用

《黄帝内经》的理论为一名失眠病人普及睡
眠的中医保健知识，他的一番讲解令满屋
子的人投去敬佩的目光。能说好汉语、写
好汉字，伊万认为这是学好中医的基础。

他说：“自己学习的中医教
材都是中文的，不好好学中
文就很难理解中医理论，所
以想要学好中医就得刻苦
专研。”

12 岁的广裕是赵军治
疗的一位脑中风患儿，由于
遗传因素，这个原本应该在
学校中快乐成长的小男孩，
出现了一侧肢体瘫痪。因
为家庭不和睦，小广裕 4 岁
时便失去父母的呵护，一直
由奶奶照顾长大。去年，小
广裕发病后便和奶奶艰难
地来到哈尔滨治病。经赵
军近一个月的针灸、中药治
疗，小广裕的病情有了明显
好转，自己能够重新走路、自
行穿衣服。在这一个月时间
里，伊万每天都给小广裕起
针，并陪他聊天，教他学习英
语，鼓励他坚强地站起来，重
新回到学校努力学习。起
初，小广裕对这位外国大叔
有些畏惧，如今他俩相处得
格外亲密，有种亦父亦友的
情分。伊万在小广裕的心底
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一
次，小广裕偷偷地告诉伊万，
自己长大后也想像他一样学
中医，将来要治好更多的病
人。

今年 6 月，伊万即将毕
业。对他来说时间变得越
发宝贵，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能在中国多学习几年，让自
己的中医基础和临床能力
更加扎实。在哈尔滨的一
年多时间里，伊万每天都把
精力放在埋头苦读上，没有
时 间 欣 赏 这 座 城 市 的 魅
力。伊万说，希望能在离开
这座城市前，好好地游览一

下哈尔滨的著名景点，在太阳岛、索菲亚大
教堂和防洪纪念塔前留下自己的足迹，在
中央大街的花岗岩砖路上尽情漫步，感受
仿佛回到家乡般的喜悦，为在哈尔滨学习
中医之旅画上圆满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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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青海，我就是青海人；来到青海妇幼保健院，我就要为这个‘家’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