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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市人民医院病案管理科主任佘
俊杰踏上离藏返乡的路程，圆满完成一年的
援藏医疗援助工作。当他回到六安家中，仍
然对西藏充满浓浓的思念、深深的牵挂。

“援藏是一段难得的人生历练，更是一
笔宝贵的人生财富。为了藏汉一家亲，为了
祖国大地更美丽，选择援藏奉献青春，此生
无悔！”在接受采访时佘俊杰坚定地说道。

一辈子无悔决定

2 0 2 0 年 5 月 ， 佘 俊 杰 接到 援 藏报名通
知，收到这个消息后他十分忐忑，家中年迈
的父亲一直在住院，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
最小的才2岁，他犹豫不决，给同在医院上班
的妻子打电话商量，他的妻子说：“援藏是一
件很光荣神圣的事，你如果想去，绝对支
持，不用担心家里，有我呢！”这句话让佘
俊杰充满信心，当即做了援藏决定。

7月23日，佘俊杰同安徽省第六批“组团
式”援藏医疗工作队的队员们到达山南，在
山南市人民医院开展对口援助工作。

山南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东与
林芝相连，南与印度、不丹两国接壤，是中
国的西南边陲，平均海拔在3700米左右。佘
俊杰在脚踏雪域高原的瞬间，心跳加速伴随
心慌、心悸，总感觉吸不上气。用了好久氧
气机才算缓过来一点。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佘俊杰晕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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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紫 ， 严 重 时
开 裂 ， 每 晚失
眠 ， 平 均 睡 眠
时 间 2 - 3 个 小
时 ， 每 日 必 须
通 过 吸 氧 改 善
心悸和头晕。加
上 饮 食 习 惯 不
同 ， 身 体 饱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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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问题用
375天给出答案

“进藏为什么？来
了 干什么 ？ 走 了 留 下什

么？”这是援藏人3个终极
问 题 ， 佘 俊 杰 也 反 复 问 过 自

己。
山南市人民医院作为全市唯一的

三级甲等公立医院，承担当地大量的医疗
救治工作。医院新住院大楼2020年5月投入
使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但人力资源严重
不足，病区设置不规范，每个科室床位数不
但少且不集中，医务科经验相对不足，医院
尚无专业人员处理医患关系，医疗质控人员
缺乏工作经验、质控体系不完善……这一系
列棘手的问题等待着佘俊杰破解。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
结、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是老西藏精
神的内涵，遇到困难时这种精神一直感染着
佘俊杰。

佘俊杰为确保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工作的
有序开展，规范执行了山南市人民医院医疗
质量管理核心制度手册、投诉管理制度等20

多项管理制度，并对医院的医疗质量考核标
准进行了全面修订。为了提高医院的医疗质
量，定期对全院各科室进行现场质控检查、
编写质控简报，督促临床科室加强医疗质控
工作。

完成科室日常工作的同时，他协助科室
主任做好管理与培训工作，有计划有组织地
落实医务十八项核心制度的培训及病案室的
搬迁工作，每月组织十八项核心制度的检查
以及疑难病例讨论，提高山南市人民医院的
医疗水平。

在特殊时期，将疫情防控常抓不懈，防
疫举措落实到位。此外，协助援藏专家积极
申报医疗新技术新项目，有效地弥补医院医
疗技术的空白。为了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
伍，佘俊杰深入了解医院医务工作的开展情
况，并根据工作需求制定带教学员的培养计
划。

全心全意书写皖藏一家亲

西藏有圣洁的雪山，神秘的布达拉宫，碧
蓝的天，清澈的水，触手可及的云，遍地开满
格桑花，散发着古老的神秘。但西藏高原地广
人稀，群众看病极不方便。为了让更多的西藏
群众享受到安徽专家的医疗服务，佘俊杰组织
援藏医疗队奔赴山南市各个县区，为边防官兵
和当地群众开展义诊活动，为偏僻的乡村送医
送药。

看到长期驻守高原的边防战士被不同程度
的身体劳损和疼痛折磨，仍坚持在低氧和寒冷
的艰苦条件下日复一日地训练，时刻守卫着我
们的国土，佘俊杰触及心灵地说：“他们艰苦不
怕吃苦，缺氧不缺精神，执着坚毅、无私奉献的
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此外，佘俊杰积极参与环境公益保护各项
行动，在雅鲁藏布江畔捡拾废弃物、漂浮物。

一次义诊结束后，佘俊杰走进附近的麻麻
乡小学，这是一所边境国门学校，在跟学校老
师聊天中得知一些学生生活状况十分困难后，
当即决定对其中一位六年级学生给予每学期
1000元的资助，到其上大学为止。受资助学生
触动很大，或许没有这样的资助意味着他的学
业就此终止，写信表达感激之情并立志成为一
名人民教师回报社会。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天
满满当当的工作安排、一次次的走访义诊慰
问、手把手带出满意的学生，他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援藏初心和理想，给出满意的答案。

这一年安徽援藏医疗队走遍了山南市所
有的12个县区，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义诊，方便
藏区人民就医，把先进的诊治理念带到边远地
区，提升了西藏地区人民的健康水平。同时，与
山南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
往交流交融，与藏族同胞共同书写了“皖藏一
家亲”时代新篇章。

问及援藏中最大的感悟，佘俊杰告诉记
者：“中国共产党真的太伟大了！各种‘组
团式’援藏，从小事到大事，每一样都想着
藏民同胞。海拔5000米以上的地方有那么宽
敞的公路。拉林铁路开通，在医院宿舍中看
到绿色复兴号动车在眼前穿梭，那种震撼无
法用语言形容！这可是几千米的雪域高原
呀，简直就是人类奇迹。作为一名党员，我
发自肺腑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援藏的这一年，我毕生难忘！虽然这一
年身体和生活经受着从未如此艰辛的考验，
但是内心不断挑战极限、突破自我正在被强
烈唤醒，倾我所能完成援藏各项工作。磨难
让我愈发坚强从容，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这
一段援藏经历对我而言，有泪水，但更多的
是欢笑；有痛苦，但更多的是开心；有付出，
但更多的是收获。精神上的富足让我一辈子
受用，庆幸自己能有这段宝贵又丰富的援
藏经历！”佘俊杰饱含深情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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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生生总总要要有有一一些些刻刻骨骨铭铭心心的的历历练练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金金婷婷

今年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刚刚过去，8月19日这一
天对于医生而言没有特殊的礼遇，有的只是一如往昔
的坚守。他们，勤勉工作、无私奉献，把青春和理想
留给了医院；把仁心和大爱送给了患者。
中国医师节，是以医师群体为对象的一个节日。

一个职业能够设立为一个行业的节日，正是因为这个
行业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每年我们隆重庆祝中
国医师节，就是为了更好地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尊医
重卫氛围，这无疑对于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具有十分
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是医师职业的精神坐标。人

的一生，无论哪个阶段，都离不开医生。医生是充满
人文特质的职业，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其医德、
医技都是缺一不可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牢记党

和人民重托，义无反顾冲上疫情防控第一线，同时间赛
跑，与病魔较量，顽强拼搏、日夜奋战，为抗击疫情付出
艰苦努力、作出重大贡献，彰显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他们不愧是新时代“最
可爱的人”。可以说，中国医师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医德，
实际上就是医疗卫生行业贯彻落实核心价值观，其敬
业、诚信、友善无不贯穿在整个医疗活动中，他们正是
这种崇高精神的践行者。
尊医重卫是良好社会风尚和医师价值的归宿。俗

话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医生为了患者忘我工
作，患者及社会当然要让医生在我们这个国家更有尊
严和地位。庆祝中国医师节，正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我
们身边这支队伍的高尚情怀，体现政府、患者和人民
群众对医师的尊重与认可。也唯有如此，方可慰藉长
期奋战在临床一线的广大医师们。
借着又一年医师节这个机会，继续营造尊医重卫的氛围，让更多的人感受到

这个行业的每一位医生都在不知疲倦地精心呵护患者健康，他们是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守护神”。同时，广大医师在享受医师节带来的自豪与荣誉的
时候，也要初心不改、使命在肩，审视自己是否坚守医风医德，以更强的责任感面
对患者，继续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
努力促进医学进步，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新贡献。
以节日之名，向健康中国的“主力军”致敬，让尊医重卫蔚然成风，我

们坚信，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稳步推进，人人都会享有更好的卫生和健康
保障，健康中国也必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医术精湛诊顽疾，医德高尚使
人敬”“突破技术壁垒，造福卒中
患者”……走进霍邱县第一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脑卒中中心田维祥主任
团队的办公室 ,扑入眼帘的是一幅幅
锦旗。一面锦旗就是一个付出、一
个故事、一段真情、一份肯定。

是您救了俺的命

“田主任，是您救了俺的命。”
今年8月3日，霍邱一院神经内科脑
卒中病房，刚刚苏醒过来的 2 7床洪
阿 姨 ， 吃 力 地 拉 着 田 维 祥 医 师 的
手，颤巍巍地说：“谢谢您！”

洪阿姨家住霍邱县王截流乡，现
年8 0岁，房颤 1 0余年，且未行抗凝
治疗。 7月3 1日上午 7时，突发神志
不清、随即昏迷、四肢体瘫痪，3小
时后到院，命在旦夕。

经急诊磁共振检测左侧大面积脑
梗死，左侧颈总动脉完全闭塞。目
前，急性脑梗死急诊取栓术虽已成
为治疗急性脑梗死的首选方法，能
有效降低该病死亡率，但由于手术

技术要求高、风险大、费用高等因
素，县级医院基本上都不采用这种
治疗手段。“像洪阿姨这样情况，
静脉溶栓难以再通，且增加出血风
险。”凭着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医
术，田维祥斩钉截铁地对洪阿姨亲
属和自己团队医护人员说：“送到省
级医院已经没有时间了，立即进行
取栓治疗。”

田维祥团队利用 6 F导管支撑，
采用取栓支架取栓及抽吸结合技术
从洪阿姨脑中取出数枚血栓，将闭
塞血管完全打通，从死神手中将洪
阿姨的命抢了回来。

是您让我站了起来

2020年8月，霍邱一院神经内科
脑卒中医生办公室里，一位白发苍
苍的老爷子向田维祥医师深深地鞠
了一躬，感激地说：“田主任，是您
让我站了起来。”

这位老爷子是冯井镇八里村王元
广， 2 0 2 0年8月 1 3日下午感到左侧
上、下肢无力，语言不清，口眼歪

斜，经村卫生室初诊脑卒中，俗称
中 风 ， 村 医 立 即 护 送 其 到 霍 邱 一
院。途中，村医及时联系田维祥，
田维祥立即启动脑卒中绿色通道，
在病人到达后， 1 5分钟即进行溶栓
治疗，经过溶栓治疗 1 5分钟左右病
人意识渐清，左侧上下肢体可以活
动，第二天即可站立起来，自行行
走。

中风越早治疗效果越好。田维祥
通过长期实践探索，创新建立了霍
邱县上下联动、快速便捷救治脑卒
中绿色通道，极大地缩短了从发现
到救治时间，即乡村医师、患者家
属或 1 2 0 发 现 疑 似 脑 卒 中 患 者 后 ，
直接将其送到县一院CT室，并呼叫
神经内科脑卒中中心，脑卒中中心
医师及护士提前到CT室等待。病人
到后，立即进行快速神经功能及生
命体征评估，启动卒中溶栓流程，
从静脉采血、心电图检查、建立静
脉通路、头部CT检查、向患者家属
交待病情、与患者家属签《知情同
意书》到静脉溶栓开始DN T时间大
约需要36分钟，最快20分钟。DNT

时间即急性脑卒中患者进入医院到
静脉溶栓开始给药时间，国内及国
际指南均建议DNT时间6 0分钟内，
越早越好。

2 0 1 7年以来，田维祥带领的团
队共实施静脉溶栓术525例，取栓手
术 2 5 例 ， 无 一 例 死 亡 、 无 一 例失
败。由于有535位患者是站着离开医

院的，田维祥医师被群众及同行亲
切地称为“站医师”。

是您让俺没有中风

田维祥按照国家脑防委及中国卒
中学会的要求，组建成立了霍邱县
脑卒中红手环志愿者服务团，经常
深入社区、乡村，进行脑血管病防
治知识宣教并开展义诊培训活动，
提高群众对脑卒中的认识，早防早
治；对全县31个乡镇卫生院和4 15个
村居卫生室医务工作者进行全员脑
血管病防治知识培训；发放 1 0万份
脑血管病防治手册。

“日常饮食坚持少油、低盐，平
时坚持适量锻炼，定期进行体检，
按时服药，”冯瓴乡隐贤村李大爷
谈 到 养 生 秘 诀时说 ，“ 我 今 年 7 0 岁
了 ， 没 有 中 风 ， 多 亏 田 主 任 他
们。”李大爷有中风家族史，他的
爷爷50岁时就中风瘫了，父亲在60

岁时中风卧床不起，每逢红手环志
愿者服务团来宣传脑血管病防治知
识，他必参加。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县一院先
后被中国卒中学会授予“卒中中心”
医院、被安徽省卫健委授予“安徽省
脑卒中防治联盟单位”。“让广大群
众，特别是老年人减少或延缓中风的
发生，”谈到从医初心时，田维祥说
道，“让脑卒中患者站起来，生活能
自理，有尊严地活着，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的最大心愿。”

图图为为佘佘俊俊杰杰督督促促临临床床科科室室加加强强医医疗疗质质控控工工作作。。

图图为为佘佘俊俊杰杰参参加加““情情系系边边境境军军民民””义义诊诊活活动动。。

““站站医医师师””的的心心愿愿
陶应平 本报记者 宋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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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为为田田维维祥祥正正在在给给患患者者治治疗疗。。

时 评

编者按：
援藏医生，一个与高原群众生命健康相连的群体。在海拔三
四千米的高原，他们的工作生活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
的辛苦付出让众多被疾病困扰的家庭重燃希望。
2015年至今，市人民医院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先后派出六批援
藏业务骨干，开展对口医疗支援工作。
2015年8月，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然、儿科副主任医师张
海峰，安徽省第一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2016年7月，耳
鼻咽喉科主治医师陈云峰，安徽省第二批“组团式”援藏医疗
队队员；2017年7月，血液内科主治医师郭峰，安徽省第三批
“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2018年7月，ICU副主任黄馨，安
徽省第四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员；2019年7月，血管内
科三病区副主任周鑫，安徽省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
队员……他们飞越4000多公里来到西藏。在雪域高原上，每
一位援藏医疗队队员奉献、坚守从未间断，他们用精湛的
技术和辛勤朴实的工作态度，彰显医者仁心，取得斐然
成果，使得当地的综合医疗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打
造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造福当地百姓，在藏
族同胞的心中留下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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