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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阳光普照，我出门探春赏花，在北
塔公园附近，赏红梅报春，观淠水草绿。

回家途中，恰巧经过原六安县影剧院，后来改
为黄梅影剧院。隔着栏杆，我看到，这个曾经带我
在光影世界里徜徉，在戏剧艺术殿堂滋养的园地，
现已是瓦砾一片，剧院了无痕迹，只有原黄梅影剧
院前面的沧桑文庙，提示这个曾经辉煌影剧院的
存在。

小时候，我家住在最繁华的鼓楼大街东侧邮
电局大院内。出大院门左转行走约 1 00米，右侧是
大井拐包子店，对面是皖西京剧团，放学后我经常
去剧团看演员们排练。再左转向西走大约200米，
跨过鼓楼大街，就到了我的学校——— 城中小学。

六安电影院在我学校的南面，距离学校大约
300米，我们学校的包场电影都在六安电影院看。
电影院门口有花生、瓜子、炸麻叶等等小吃。那时候
没有钱，能吃上这些小吃的机会少。在这个电影院
我看了《小兵张嘎》、《鸡毛信》、《南征北战》、《地雷
战》、《地道战》、《铁道卫士》、《英雄儿女》、《打击侵
略者》、《渡江侦察记》、《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故
事片，那都是成长中的精神食粮。同学刘瑛家就住
在六安电影院内，放学后经常去她家玩，有时候我
俩也一同看电影。故事片《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滴哒
滴哒的电波声，我记忆特别深刻。那滴哒声，我在邮
电局大院内天天听到，神秘而又美妙，犹如天籁音
乐，我很喜欢听。只是没想到多年以后我也成为一
名报务员，那滴哒滴哒的摩尔斯电码更是深入骨
髓。

那时候，在故事片的开头会放映一些纪录片，
印象最深的是彩色纪录片《对虾》。我看深蓝的大
海，各色鱼虾游动穿行的海底世界，瑰丽而自由，内
心充满了向往。多年后，在海南旅游，我体验了潜
水，鲜香刺激，真实地触摸到五光十色、斑斓鲜艳的
热带鱼，它们在身边环绕，在眼前飘过，新奇又好
玩。到现在，我也喜欢看各类纪录片，跟随纪录片去
探索天文地理，游历大好河山。

从 城 中 小 学
往鼓楼北大街走，
穿过云路街，在老
县委的北面，是文
庙大院，也是县图
书馆和县文化馆
的所在。文庙大院
的北后面，便是六
安县剧院，也就是
后 来的六安县黄
梅 影 剧 院 。那 时
候 ，我 大 姐 结 婚
后，住家就在老县
委大院内的宿舍，
我从大姐家去黄
梅影剧院是很近
的。

这 个 剧 院 我
没少来，电影看的
少，主要是看戏。
在这里 我 看过全
本黄梅戏《女驸马》、《小刀会》、《红灯照》等，还有
那些样板戏、折子戏，热热闹闹、光彩照人，小小的
我，看戏投入，看得认真，看得过瘾。多年后在一次
参加六安市文联代表大会的间隙，谈起这些剧院，
六安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动情地说，那时候我们黄梅
剧团门庭若市，一票难求。

大约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随着父亲工作调
动，我们家搬到了六安地区二轻局单位大院，紧挨
着皖西大戏院，我的光影世界和观赏舞台艺术随之
大都转移到皖西大戏院，但六安电影院、六安县黄
梅影剧院我依旧没少去，哪有好看的电影就往哪
去，哪有戏曲演出就跑哪购票，不管是电影还是戏
曲，不管是黄梅戏还是庐剧，都看得津津有味，愉悦
舒畅，心中美好的小苗轻松、愉快地向上长。

随着改革开放，为了满足六安市民日益增长的
文化娱乐需求，六安又新建了人民影剧
院、百花电影院和工人电影院。百花电
影院开始的时候很简陋，是一排排小竹
椅，不太舒适，我只去过一次，工人电影
院也只去过一次。人民影剧院我去过多
次，看过演出，看过电影，还在这里参加
过会议，但印象都不深，都是匆匆一瞥，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标志引起我细细
观赏的兴趣。

如今，这些记录我快乐喜悦的六安
老影剧院，都烟消土遁了，再也寻不见
它们的踪影，觅不到一丝痕迹，苍茫大
地涂抹那些地标建筑真彻底。迷蒙中，
只能从遥远的记忆中找寻当初影剧院
的外貌特征、园内陈设，在回忆的闸水
里，细细品嚼那些老剧院的繁华绚丽、
人潮涌动。

细想，那些笑靥如花，那些身姿挺
拔，好像从未离开过我们的视线，美好
一直潜藏在心底。思绪里，那曾经炫亮

的舞台，唯美的布景；那些丝竹琴弦，铿锵锣
鼓；那些鲜亮戏服，武威亮相；那些行云流水的
动作，掩面含羞的妆容；还有那委婉的唱腔，惊
险的打斗，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在岁月的发酵
中，既让人温暖，也使人伤感。

岁月流转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光芒耀眼与柴
米油盐同在。转瞬即逝的年华，如落花流水无情。
社会跨越式发展，催裹着旧影剧院垂下精美的丝绒
大幕，寂静无声地诉说那曾经的喧笑华丽和车水
马龙。

我们在怀旧的怅然中，也热情地拥抱新时代
影院的数字科技，投影环幕。现代电影工业化制
作更是精良，画面清晰，人物饱满；情节曲折，跌
宕起伏。戏剧冲突一浪高过一浪，过程是惊心动
魄，结局是反转颠覆，就是不走寻常路。

但内心还是怀念老影剧院，怀念那些朴素
的黑白老电影，怀念那些朴实无华的表演，怀
念那些质朴纯真发自内心“天然去雕饰”的情
感真诚流露。

消失的是老影剧院，也是我们的青春岁
月。拆除的是老城，留下的是我们对老城过
往画面的记忆，对旧家园的怀念和眷念。

消失的是老影剧院，保存的是时代印
记，岁月绵长。那些黑白影像的每一帧画
面，对我都是珍贵的记忆，都是我沉浸
喜悦的快乐秘密。

我们的文化生活依旧丰富多彩，
我们对电影和戏曲艺术的热爱从未
停止。这个春节，我看了两场电影。
对比一下电影票价：我小学包场
电影 5 分钱一场，成年人是 1毛
钱一场。我春节看的电影，票
价是39 . 9元一场，还不是最
好的场次，而观影时间正
好时隔50年。

又是人间 3月天，
正值烟雨朦胧时。六安这
个小城，时而笼罩在一层薄

纱当中，时而阳光明媚冬寒渐
远，不禁令人心生暖忆。印象
中的年少时代，除了五牌里五花

八门的美食、九墩塘荷畔的蛙鸣、
鼓楼街黄大街的熙熙攘攘、三角带地

摊小贩的吆五喝六、深巷中牛肉汤的香
味，更有承载太多少年时回忆的长青
路。

旧时的长青路，北起人民路，南接皖
西路，是一条长约800多米的步行小街，
在万达、吾悦这类一站式购物中心兴起
之前，这里曾是一代代老六安人吃喝购
物休闲的天堂。

1999年我初到六安，住在人民路地
委大院， 就 读于六安 二中，每天 上
学，走出地委大院，穿越人民路，来
到长青路北入口，就在老六安电大
(现琴港斜对面)那，每天路口都会
有很多人聚集在那摆摊，卖馒头大
哥3角钱一个的馒头、卖盒饭小哥
5元钱吃到撑的盒饭、卖蔬菜的大
妈手拿着装满清水的雪碧瓶子，盖上还
扎了几个孔，往蔬菜上洒着水让其显
得更加新鲜……

穿过小摊进入长青路，左手边
首先就能看到如今依然驰名的六安
老字号“郁兴发”，老板的大汤
勺在牛肉汤锅里搅动，蒸汽弥
漫，熙熙攘攘的人头伏案享用，
市井 生活之乐也；在汤馆对
面，有一排卖油炸绿豆丸子、
豆干千张，还有杂蔬的老 阿
姨，她们双手插兜叽叽喳喳唠
着家长里短，时不时对路人喊
着着“可来看一下”。

继续前行，右手边是刘涛
饭店，老板炒得一手好菜，物
美价廉，这里也是地委年轻
干 部 们 招 待 亲 友 常 去 的 地
点；饭店隔壁一层二层是科委
打字室和小印刷厂，一年四
季，这里都灯火通明，有时候
赶大货，里面站不下了，工人
伯伯会把胶粘封边的工作台搬
到路边来工作，顺便和街坊们
唠唠嗑。

前行百余米，有一小刹立
于转角处，此为小南海庵。记得
每年庙会斋日，清晨天还没亮，
路边就有很多老奶奶老爷爷支出香
火摊，兜售香火；有很多虔诚的信
众早早地前往上会，烧香拜佛或在庵
内吃斋；小南海门外，大多是一些卖
小糖、信封、文具、日用品的铺子，
好像对面还有两家卖钓具的店。这里是
个岔路口，西行是情人路，因其为青年

情侣约会之地而得名，路的一侧是九墩
塘，另一侧是皖西宾馆的后墙，每每到了

傍晚时分，青涩的情侣们徜徉在这里，嘤嘤
细语。
走过小南海，继续前行可以看到一个大水

闸，后面是一个扁长三角形的池塘，这也是九墩
塘的一部分。入夏，经常可以看到有位中年大叔

划着铁皮小船，在塘上清理垃圾和
浮萍，他在这里放了鱼苗栽了莲
藕，每每入秋前就会见到他收获满
满。

绕过水闸，继续南行，进入长
青路中段。这里白天可热闹了，人
流高峰时得人贴着人前行，还有自
行车、摩托车、小贩的三轮车，龟
速前行。这里有老字号小吃“长青
路贵妃凉皮”、“酸辣米线”、
“锅贴饺”、“明峰炒货”，也有
卖金鱼和鱼缸的小店、长青理发
店，当然还有卖盗版磁带的。这些
阿叔阿姨们，都会用一个接着移动
电源的随声听，把当时最流行的音
乐放到最大量，每每路过，我都会
驻足询问是否有新的磁带。两三元
钱一盒的盗版磁带虽制作粗糙、音
质低劣，却成为那个时候并不富裕
的我宝贵的精神食粮。

走到长青路中段，有一大树矗
于路东，树下有一个大台阶与民惠
路相连，经典小吃“刘老慢臭干
子”的摊位就在这台阶中间。老板

姓刘，做生意总是不慌不忙，慢慢悠悠给你炸，故
曰“刘老慢”。米黄色沾着卤水的臭干儿，油锅里
这么一翻滚，如同穿上金色的秀禾服，然后抹上他
特制的辣酱，香酥爽鲜极其美味；台阶下有一家
“智星电脑游戏室”，这也是儿时比较“高端”的
玩耍之地，当然也是贪玩的孩子被家长抓现行、挨
打哭喊、上演“悲剧”的地方。有一些顽固分子，
头天挨打第二天又来了，少年的你，可曾如此执着
过？……

台阶西面是通往皖西宾馆的后门，上有小桥一
座，桥下偶能看到塘埂边捕捉野鳝的老人。有时快
要迟到了，我就会转弯穿过这座小桥再通过皖西宾
馆内的红砖房和一片大树林，走捷径前往学校。

继续沿着长青路往南，都是一些卖挂画、红
包、喜铺、玩具等店铺，继续向南走到出口，就是
长青路的另一端了。这里有很多卖小吃的，从朝到
暮、从蝶舞蝉鸣再到花落冬雪，都阻挡不住烤红
薯、炸串、卤菜、米饭团等小贩出摊。

印象中的长青路已不复存在，放眼如今的长青
路，已经摇身一变，更名为红街，蜕变成现代化的
商业步行街，琳琅满目的各种商超、餐饮、娱乐遍
布其中，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聚集，让这里充满了
年轻的气息。

不仅仅是老长青路的蜕变，六安这座历史悠久
的老城，也在一代又一代建设者的手中不断地换新
颜。现代化的高铁站、怡人的公园、楚汉风格的核
心政务区、充满活力的国家级开发区、东城高科技
园区与河西新区等等，将我们这个小城变得魅力十
足。经济的发展，造就了愈加繁华的六安，老旧记
忆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是那个时代带给我们的简单
幸福和美好回忆，则依然会长存于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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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消失的影剧院
束红梅

有一个地方，永远是灯火通明，那就是急
诊科；有一群人，永远是争分夺秒，那就是急
诊人。救护车的警笛声、急救床轮子滑过地
砖的声音、医生护士急促的脚步声……急诊
室里经常上演“生死时速”。作为医院的前沿
阵地，急诊科是抢救生命的严酷战场，无数
医护人员在这里面对着生与死的搏斗，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坚守，兢兢业业。

急诊医生，不一样

“急诊科是医院拯救生命和救治急危重
症的前哨，接诊的急危重症多，病情变化快，
随时可能危及患者生命。”急诊科主任王峰
向记者介绍，急诊科是体现医院综合医疗救
治水平的缩影，经常面对急危重症患者、突
发事件和其他应急任务，这就要求急诊科医
生有过硬的业务素质，才能做到与时间赛
跑，与死神比速度，提高抢救成功率。“不同
于其他科室，这里患者的病、伤情急，家属和
患者的心情急、要求高、期望值大。而且病程
短，病史资料及相关信息不全，留给医生分
析思考的时间短，判断和确诊的难度就更
大。”王峰说，“急诊急救的疾病谱广泛，许多
重症病人混杂其中，需要急诊医生在短时间
内筛查出真正危重的病人。”

白天的喧嚣散尽，深夜的急诊室是世间
百态的缩影。在这里，生与死也许就在一瞬
间。王峰告诉记者，要当好一名优秀的急诊
科医生的必备条件:急诊科医生是解决一个

“急”字，处理一个“危”字。急诊科医生必须
苦练内功，扎实基础，除了有全面的学科知
识，还需熟练掌握各种急救操作技术，急诊
科医生需要敏捷的思维、忙而不乱的心态，

这是急诊医生必备的内在因素。当好一名优
秀的急诊科医生必须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的信念；有吃苦耐劳、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
想准备；必须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熟练
的操作技能。“与其他科室不同，急诊医生除
了要进行医疗工作外，还需要具备管理、组
织及协调能力，还要面对许多社会问题，还
要学习社会的及心理的许多知识。”

他们的节假日，不一样

急诊科，是医院面向社会的窗口，是抢救
危急重症患者的第一站，而急诊医生就像医
院里的特种兵，在节假日这样团圆的日子
里，他们从来没有休息，只会更忙碌。

救护车的警报声、抢救设备的声音、沟通
的电话声就是急诊人的春节。从医近20年，
王峰在家过年的次数屈指可数，这对于急诊
医护人员来说已经是常态，“今年除夕和初
一，急诊分批次送来30多例家庭急性一氧化
碳中毒患者，科室紧急呼叫休息人员到岗加
班，处理患者，我们多位医护人员的节日在
医院度过，很多人因错过饭点，一桶泡面就
成了年夜饭。”

有一次，子女看父母一辈子没结婚证，便
带着老人到裕安区民政局办结婚证，刚到门
口突然倒地，送到医院已呼吸心跳停止，急
诊科医护积极组织抢救，救治成功，后诊断
为肺栓塞，经过多学科治疗，患者终于康复
出院，“老人子女感激地说，是我们给了他母
亲第二次生命，那一刻，我的心里洋溢着满
满的自豪感。”王峰告诉记者。

急诊室里一面面鲜红的锦旗，那就是急
诊人一颗颗金子般的心的最好见证。今年元

旦假日，护士长甄文常年进行家庭护理的一
位患者，因突发病情加重到急诊住院，在院
期间精心护理，出院后多次随访，家庭护理
指导，家属感动地选择新年第一天送来感谢
信与锦旗；1月30号，正值除夕前一天，一名
80余岁高龄的精神病伴多种躯体疾病患者，
多家医疗机构不能收住，家人送入二院急
诊，急诊科副主任顾公山积极给予安排住
院，牺牲休息时间，请多学科会诊，帮助患者
及家属解决问题，家属感动地给医院及顾医
生送来锦旗……而像这样的事情，在急诊科
数不胜数。也许正是这种与死神赛跑，亲自
将命悬一线的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后的释
然，让急诊科的每一位医护人员热爱着这份
工作，矢志不渝地坚守着这个岗位。

医者仁心，一样

据了解，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
急诊急救工作量逐年上升，加上各种自然灾
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对紧急医疗
救援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相当高的要
求，急诊工作者不论在平时的急诊急救工作
中还是在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在保障社会稳
定和谐、促进社会进步发展和保证人民身体
健康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
使一大批急危重病伤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
了最好的救治，挽救了病伤者的生命。

当一名优秀的急诊科医生，一直是王峰
对自己的要求。王峰2004年毕业来到医院工
作，2006年开始与急危重患者打交道，目睹
了太多的生死竞速、生离死别，他深深感到

治好一个病人、挽救一个家庭的重要性，也
更理解学医时的誓词“健康所系、性命相
托”。王峰感叹道，尽管医学科学技术飞速发
展，但是事情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仍有许
多临床问题无法解决，行医路上一路走来，
有喜悦、也有困惑。“我感谢医生这个职业给
我的磨炼，让我从带着学生气的稚嫩到现在
的成熟、从容。医生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尽可
能减轻患者的病痛，得到病人及家属满意的
笑容，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肯定，也是对
医生最好的回报。”回顾从医经历，王峰深感
责任重大。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在提升自
我的同时，他也在努力把急诊学科建设得更
大更强，更好地治疗病人，挽救更多的家庭。

截至2021年，急诊科共有医护人员41人，
其中医生23人、护士24人，高级职称3人，中
级职称17人，科室现已实现急诊内外科、院前
急救、重症一体化，年急诊门诊量约30268人
次，年抢救人数达640余人。目前已开展三、
四级手术，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已圆满完成
国家验收挂牌，创伤中心建设稳步推进中，
危险性消化道出血中心建设已申报。

该院领导对急诊学科的发展也高度重
视，急诊科在医院连续6年被评为先进科室，
王峰连续7年被评为优秀科主任。2021年，刘
汉辰医生在六安市急诊质控举办的急诊超声
竞赛中获得一等奖；范成翔医师在六安市急
诊质控呼吸机与气管插管竞赛中获得第三
名；刘汉辰、程欢医师在医院举办的三基竞
赛中分别获得二、三等奖；科室获得手卫生
示范科室；甄文获得优秀护士长，顾公山获
得十佳医生，陈浩获得十佳医德标兵。

本报讯（张凤/图
文）为深入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让乡亲们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
医院名医专家的医疗
服务，按照皖西卫生
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
二院)年初制定的“喜
迎二十大·名医乡村
行”系列惠民义诊活
动 方 案 要 求 ， 3 月 4

日，医院组织神经内
科、骨科、外科、妇
产科、内分泌科、康
复科等名医及专家一
行前往裕安区单王乡
卫生院为当地百姓进
行义诊。

义诊现场，早早
到来的村民排起了长
队，前来问诊的村民
络绎不绝，皖西名医
郑华如、徐应林、潘
晓飞等专家凭着娴熟
的医疗技术、热情的
服务态度，细心地为
村民提供疾病咨询、
用药咨询等服务，并
耐心地解答村民们的
问题。

他们还针对村民
极为关注的高血压、
糖尿病、颈腰椎病、
胆囊炎等常见病、慢
性病知识进行科普宣
传，引导村民树立对疾病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的科
学理念，获得大家的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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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间赛跑 为生命护航
——— 走进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

本报记者 宋金婷/文 袁洁/图

协办

办老百姓满意的公立医院

本栏责任编辑：宋金婷 EE--mmaaiill::778844554422887766@@qqqq..ccoomm

健健
康康
园园
地地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