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WWW.ZSPUTUO.COM

2022年8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陈春燕 版式制作：陈洁 专版

今年8月19
日是第五个中国
医师节。今年医
师节主题是“‘医’
心向党、踔厉奋
进”。白衣天使，
大爱无疆。广大
医务人员与党同
心、与党同行，不
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各自岗位
上勇挑重担，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作出贡献。值
此中国医师节到
来之际，本报推
出一组报道，并
向全区所有的医
务工作者致敬。

刘虎善
18年坚守
防“艾”一线

□记者 陈璐瑶

“有没有按时服药？”“记得按时
来检查身体。”“有什么难处可以随时
联系我。”这是区疾控中心艾性科科
长刘虎善10多年来跟艾滋病患者打
交道时说得最多的话。这看似简短
的话语，却饱含着他对病人的浓浓关
爱之情。

2004年，20余岁的刘虎善进入区
疾控中心艾性科工作，一干就是18
年。这些年来，他日常除了帮助患者
检查、诊断、随访、建档、发药外，还要
督促患者每天按时服药，耐心指导和
帮助患者克服心理障碍、积极面对生
活。

“艾滋病越早治疗，越能够快速
重建自己的免疫系统，延长自己的寿
命，并减少传播给他人的机会。”刘虎
善说，不是每个感染者都会第一时间
选择到医院进行规范治疗，这无疑会
增加感染者与其身边人的风险。因
此，除了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管理，
更多时候，他们都是奔波在对易感高
危人群进行干预和监测的路上。为
了不漏过辖区任何一个重要场所，刘
虎善常常和同事利用下班时间开展
这项工作，不厌其烦地“追踪”患者，
提醒他们坚持规范治疗，酒店、高校
以及人员流动大的各类场所都留下
他忙碌的身影。如今，他管理的病人
有250多人，成为患者最愿意倾诉和
寻求帮助的对象。

“在我们心理疏导和关怀的过程
中，大部分人会慢慢平静下来，接受
医学随访和规范的治疗服务，但也有
些人选择逃避。”刘虎善回忆说，
2006年，有一位患者，在得知自己感
染艾滋病后直接切断联系，多次上门
寻找都未果，后来打听到这位患者在
上海看病，他和几个同事立即驱车前
往上海，最终在医院病房找到了他，
通过沟通，他终于开始积极配合治
疗。

“日常接触并不会传播艾滋病，
只要严格遵照医嘱服药，艾滋病人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和工作。”刘
虎善说，为了让患者家人知道与艾
滋病感染者正常接触并没有那么可
怕，他和同事特地到患者家中，和患
者一起聊天、吃饭，不少患者的家属
也开始慢慢减少了心里的防备。现
在，他和不少艾滋病感染者都成了
朋友。

“只要大众对艾滋病相关知识越
了解，就不会再‘谈艾色变’。”多年
来，刘虎善和同事共同努力，群众的
艾滋病防治意识和防治知识知晓率
不断提高，从20多年前的82%左右提
高到了94%左右。

“今后我也会继续竭尽所能给予
艾滋病患者多一分关怀和帮助，尽职
尽责守好高危感染性传播预防控制
前沿阵地。”刘虎善说，只要患者能够
重树信心、积极生活，他所有的付出
和辛苦都值得。

余友杰
患者康复

是医生最大的成就
□记者 励佳

“老董，最近感觉怎么样？”近日，
90岁的老董又一次来到普陀医院找
医生余友杰复诊。余友杰仔细评估
了他的病情，告知病情控制得不错，
同时细细叮嘱平时注意事项。

余友杰，1998年从医，现任普陀
医院大内科主任、血液病/肿瘤内科
主任、医务科主任。余友杰说，约10
年前，老董被确诊为前列腺癌，当时
家属背着他进了诊疗室，经过系列治
疗后，老董骨头不疼了，也能下地走
路了，且病情一直控制得很好。像老
董这样，经过对症治疗从而延长生存
周期的癌症患者，余友杰接诊了很
多。“他们现在能自如走动，且维持较
好的生活质量。对我们医生来说，患
者康复是医生最大的成就感。”余友
杰说。

肿瘤内科是余友杰的专业方
向。余友杰告诉记者，很多肿瘤病人
是老年人，心理较脆弱，总觉得自己
年纪大了，不愿意再“折腾”。但事实
上，随着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技术
的日新月异，很多患者在治疗后也能
在保证生活质量的同时延长生命周
期。这就要在保障病人基本知情权
的情况下，为他们树立治疗的信心。

余友杰告诉记者，近期该科室收
治了一位前列腺癌患者。该名患者
已经发生了骨转移，但宁愿忍受疼
痛，也不愿意接受治疗。经过余友杰
与同事的反复劝慰，患者卸下心防接
受内分泌治疗。“现在他的疼痛有所
减轻，精神状态也好了不少，大约一
两个月后就能看到治疗效果。”余友
杰说。

随着肿瘤治疗技术的发展，很多
癌症晚期病人的生存周期明显延长，
加上疫情影响，原来在上海治疗的病
人回到当地治疗。今年，普陀医院肿
瘤内科住院病人增加40%，科室基本
处在满负荷运转状态。余友杰说，再
辛苦也要花大力气提高诊疗效率，增
加床位周转，让每个病人都能得到及
时治疗。

除了进一步优化诊疗流程，余友
杰还抓住每个学习机会，提升业务水
平。同时，余友杰还兼顾医务科的相
关工作。近两年，随着疫情形势的变
化，余友杰经常熬夜加班，调配医护
力量、准备防疫物资、培训防疫技能、
做好后勤保障等，为在防疫一线的医
护人员撑起最坚固、最温柔的后盾。

多重身份下，忙碌是余友杰的
常态。“前辈言传身教，自己以身作
则，我的后辈也在成长，我们一代接
一代努力，尽己所能把普陀的医疗
水平和服务建设得越来越好。”余友
杰说，作为一名医生，这是职责所
在。

周丰
扎根小岛七载
守护群众健康

□记者 郭杰

在蚂蚁岛，提到周医生，乡亲们
都会竖起大拇指：“周医生就像我们
的亲人一样，经常过来嘘寒问暖，看
病问诊也非常耐心仔细，我们心里都
很感激他。”村民口中的周医生，就是
蚂蚁岛卫生院副院长周丰。驻岛行
医7年多来，周丰始终兢兢业业，初心
不改，用医者仁心筑牢海岛群众的生
命健康屏障。

据了解，蚂蚁岛常住人口近2000
人，其中 60周岁及以上居民共有
1431人。由于常住人口以老年人为
主，周丰接诊的病人很多都患有高血
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方面的基础
病，以及基本生活无法自理的失能半
失能老人，这也促使周丰更加努力学
习更多有关老年疾病的学科知识，在
提升医术的同时做好老年群体的医
疗服务保障工作。

“刘阿姨，您现在血压有点偏高，
平时饮食要注意少油少盐，多吃粗
粮、绿色蔬菜。”“陈老伯，您药箱中的
过期药要赶快清理掉，吃完了及时来
诊所配药。”为方便岛上行动不便的
老人，周丰和同事经常提供上门诊疗
服务。岛上谁的降压药、降糖药吃完
了，哪家的老人该检查身体了，周丰
和同事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他还经
常来到老人家中谈心交流，普及饮
食、锻炼、生活作息方面的健康常识。

由于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海岛上
医疗物资、人员都相对紧缺。作为驻
岛医生，周丰很少有正常的作息时间，
遇到抢救重危病人时常常深更半夜起
来。在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中，周丰带领卫生院工作人员，耐心为
群众解答疑问，当好“医心人”“答疑
官”。

“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天职。
既然扎根在海岛，我就应该担起责
任，尽心尽力守护海岛群众生命健
康。”周丰说。

陆煜
30个春秋

为百姓筑起免疫屏障
□记者 杨叶梅

从医近30年，沈家门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陆煜一直默默坚
守在疫苗接种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
带头作用，践行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和
责任，为接种工作贡献着自己的全部
热情。

1993年，刚毕业的陆煜被分配到
沈家门镇卫生院从事儿童预防接种
工作，主要为0至15岁的儿童预防脊
髓灰质炎、百日咳、白喉、乙肝、麻疹
等。作为当时沈家门唯一的疫苗接
种点，陆煜接种过的儿童不计其数，
多年的接种经验让他更加从容地面
对工作上的困难。

“每天早上是人最多的时候，
听着孩子们的吵闹声也习惯了。”
在陆煜看来，前来接种的孩子多
了，说明家长的健康意识越来越
强。很多孩子害怕打针，家长也有
不少顾虑，陆煜总能用专业知识和
技术巧妙化解。“多和孩子们接触，
他们会有安全感，看到他们笑起来
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成就感。”陆
煜说，不漏掉一个孩子、一个针次，
尽心尽力为儿童家长提供接种方
便，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就是他的
初心和使命。

如今，脊髓灰质炎、百日咳、白
喉、麻疹等传染病已逐步淡出了人
们的视野，随着新疫苗不断出现，
陆煜的服务内容和服务人群在不
断扩展着。今年 6月起，陆煜每天
一大早到岗，就开启了繁忙的新冠
肺炎疫苗上门接种工作。为确保
符合条件的群众“应接尽接”，陆煜
总是冲锋在前，义无反顾地带领组
员为辖区内行动不便的老年人进
行上门接种。在这场时间紧、任务
重的战役中，他深知肩上的责任沉
甸甸，每一针都将是一道坚固的免
疫屏障。

为了保证疫苗活性，烈日当头，
陆煜和同事们不停奔走在各个小区，
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常常走完几户
就已汗流浃背，但他不曾放慢脚步。
“医生，有高血压能不能打疫苗？”
“ 医 生 ，糖 尿 病 人 可 以 打 疫 苗
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都会
遇到，他一遍遍地耐心解释，为的就
是让大家安心、安全地完成接种。
“很多老人的子女担心打疫苗会产生
不良反应，我们在上门之前不仅要做
好沟通工作，也要充分做好健康评
估。”陆煜说。截至目前，陆煜带队
的小组已上门为480余名60周岁以
上的老人完成新冠肺炎疫苗接种工
作。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路程，仍任
重道远。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陆煜
在业余时间加强学习，随时听从组织
召唤。他说：“医学是一门不断更新
的专业，我要坚守自己的初心，为更
多人筑起免疫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