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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阳光明媚，窗外的石榴花娇艳欲
滴，偶有两朵栀子花初露芬芳，岁月静
好。

此时此刻，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
长孙良业刚给一位病人看完诊，站在窗
边，回望那段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艰难
岁月，内心依然激荡无比，无数白衣战士
披甲上阵，夜以继日，用分秒必争的加速
跑，践行“敬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
献 大爱无疆”的医者誓言，只为守护心
中的美好，为这一缕夏日的静怡时光。
精准指挥 跑出战疫“加速度”

有着三次抗疫斗争经验的市人民医院
不仅有一支业务精湛、素质过硬的专业医
护队伍，而且有一套“平战结合”、常备
不懈的疫情防控和应急响应机制。

4月2日，疫情警报骤然拉响———
市人民医院会议室内，气氛凝重，孙

良业的声音掷地有声：“我们要举全院之
力，与时间竞速、与病毒赛跑，在人民最
需要我们的时候，闻令而动、挺身而出，
只要哪里需要，我们市人民医院的身影就
伫立在哪里。”自4月2日收治阳性患者
后，医院第一时间腾空东院区病房、第一
时间安排闭环医务人员进入隔离病房。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那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必须指挥得
当、精准有效。疫情期间，市人民医院充
分发挥党委的领导作用和院疫情防控领导
小组作用，先后召开13次党委会、16次院
疫情防控领导组(扩大)会议，每次会议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分析
问题，决策部署当天工作，疫情防控精准
有序。为强化院感管控，医院成立东院
区、西院区两个工作专班，每个专班确定
一名院领导、院感专家进驻，全面监督指
导院感管理工作，有力有效落实院感管控
措施。

“那段时间，我们所有职工、所有班
子成员都连续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困了

就在办公室眯一会儿，脑子里紧绷着一根
弦，没有‘休息’这个词。”孙良业说
道。
科学救治 勇做生命“守护者”

“我是党员，让我去！”“我单身，
我报名去。”“请组织把我派去。”……
在医院隔离病房，在核酸实验室，一线医
护人员日夜奋战，在最危险的地方，勇做
生命的“守护者”。

“我们遵循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坚持‘一人一方案，一天
一会诊，一次一施治’，科学救治的患者
中最大80多岁，最小的只有10个月，其中
包括肿瘤患者和透析患者。”副院长、院
疫情指挥部主任王启伟是位“80后”，虽
然年轻，却也“三战”疫情，他告诉记
者，“作为疫情指挥部门，我们是所有疑
问的最终‘答题者’，要确保疫情防控的
各个环节无一疏漏。患者以命相托，我们
唯有拼尽全力，以我之躯，守护生命。”

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中，医院抓好
“一老一小”、急难重症等特殊人群的救
治工作。目前，确诊患者全部治愈出院，
无症状感染者全部解除医学观察。患者治
疗快速有效，出院快、效果好。院本部未
出现疫情，全体医务人员无感染，疫情防
控取得阶段性成效。

后勤保障也是战时疫情防控的重要支
撑。疫情一个月以来，医院全力以赴紧急
筹集各类后勤保障物资，紧急采购应急医
疗设备，各项投入达2600多万元。
勇于担当 筑牢健康“防护墙”

有句话说得好，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
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面对严
峻疫情，无论是在一线还是在后勤，大家
都争先恐后，闻令而动，向疫而行。”孙
良业动情地说，“全院干部职工放弃节假日
和双休日，舍小家为大家，全部坚守岗
位，只讲奉献不讲条件，召之即来，来之
即战，战之能胜。”

“精诚、勤和、博爱、奉献”的医院
精神在全院干部职工身上得到了最佳体
现，所有领导班子成员投入抗疫，很多临
床医技医生护士争上抗疫一线，参加隔离
病区救治一线的医务人员近400人。除完
成本院承担的疫情防控职责，医院还选派
医务人员支援上海、支援市集中隔离点以
及社区核酸采样任务。

“静默期间，如何满足群众正常诊疗
需求也是我们关注的民生问题。”王启伟
告诉记者，医院分别成立了六安市隔离点
医疗救治小分队、六安市人民医院巡回医
疗队，院领导带队对金安区、开发区巡回
医疗服务，满足疫情期间群众就医需求。
“我们还开设了互联网医院、24小时电话
热线、手机线上问诊等多种方式，针对常
见疾病安排专人坐诊，畅通危急重症的成
人、儿童急诊救治、血液透析患者通道，

与交通局协调专车送出院患者回家，一切
以生命为上，保障群众就医需求。”

同时，医院还承担全市全员核酸检测
每日1万管和裕安区集中隔离点每天3000

管左右的检测任务。医院职能科室、各总
支支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争当志愿
者，物流、设备、信息、膳食、保安、保
洁、水电、维修等后勤服务人员保障有
力，共同书写了合力抗疫的精彩篇章。

挺身而出、坚守岗位、无私奉献……
在市人民医院，无数个“小我”组成的
“大我”，无数个“小家”组成的“大
家”，汇聚成风雨无阻、共克时艰的磅礴
力量。

如今，疫散花开，答题仍在进行，答
案继续书写，给群众一份满意的健康答
卷，医院未来高质量发展，更值得期待。

书写生命至上的战“疫”答卷
——— 六安市人民医院抗击新冠疫情侧记

本报记者 宋金婷

本报讯(记者 宋金婷)为提升社会大众对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的疾病认知，全面助力儿童及青少年健康成长，市康复医院
儿童康复科连续多年举办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关爱周活动，在儿
童多动症的诊断、评估及其系统规范的干预，家庭指导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康复效果明显。日前，第四届儿童多动症关爱活
动正式启动。

ADHD简称多动症，据统计，我国儿童多动症的患病率为
4-7%，约60%的病例症状在成年期持续存在。注意缺陷、多动
或冲动常导致较差的学习成绩、社交困难及成年后期的职业损
伤等，给家庭及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目前中国约有2300万
儿童青少年正在遭受ADHD困扰，但由于疾病认知不足，中国
ADHD患儿就诊率不足10%，确诊患者中也仅有不足三分之一
的患儿接受规范治疗。

什么是多动症？儿童康复科主任郑世柱告诉记者，ADHD

是一种慢性神经发育障碍，临床上称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老
百姓俗称多动症，它主要包括注意缺陷、多动、冲动三个方面
的核心特征。多动症患儿可能因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动无法完全
接收老师讲的内容，进而导致学业成绩差。长期以往，老师的
责备、家长的烦躁更可能会让孩子失去学习的动力，最终致使
出现多动症患儿辍学率更高、学历普遍更低的现象。此外，多
动症孩子还更可能伴随其他情绪和行为问题，严重影响患儿的
日常生活质量。而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绝大部分儿童可
以正常地学习与生活。“如果能早期发现并接受专业治疗，
ADHD是可以被治疗的。家长、老师与孩子的相处时间较多，
是儿童健康的关键守护者，因此，增强大众对ADHD的认知对
提升患儿的科学诊疗具有重要意义。”

金寨讯(柴其芸)为不断提高广大妇女健康水平，助力健康
金寨建设，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同时，金寨县妇幼保健院有
序开展2022年农村妇女“两癌”免费筛查民生工程，让妇女
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惠民服务。

宣传有广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线上”+“线下”宣
传方式，全方位宣传两癌防治知识以及参加“两癌”筛查的重
要性，调动农村适龄妇女参检积极性。

服务有温度。县妇幼保健院将各乡镇所需耗材及宣传材料
备齐、备足；各乡镇妇幼保健员根据各村上报的符合参检人员
信息，预约分时、分段进行检查，为参检妇女分别建立完整的
个案，保障服务对象权益；
对初筛异常需进一步检查的
妇女及时反馈并督促继续检
查，做好跟踪随访服务。对
“两癌”做到早诊断、早发
现、早预防、早治疗。

指导有力度。县卫健委组
织妇幼保健院相关业务人员
对各乡镇“两癌”筛查工作进
行业务指导；集中体检时间段
安排省级实验室专家在线指
导；安排县级妇产科专家在线
了解沟通，掌握筛查情况，解决
体检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

儿童多动症关爱周启动

“ 两 癌 ”筛 查
关爱女性健康

本报讯(李亮 记者 宋金婷)为切实
做好疫情防控和医疗服务“双保障”，为就
医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安全
的服务，近日，霍邱一院医共体启动一站
式服务，已为200余名群众提供服务。

今年70多岁的沙奶奶，患有冠心病，
需要长期用药，可在全县疫情防控静态管
理后的第3天老人家药吃完了，子女又都在
外地，老伴有脑梗塞后遗症，行动不便，
自己又不会网上购药，当得知霍邱一院医
共体开通一站式服务后，当即拨通服务热
线。霍邱一院立即安排医共体一站式服务

工作人员按照沙奶奶提供的用药清单，1个
小时后就将阿托伐他汀钙片、美托洛尔、
氯吡格雷等4种冠心病药物送到沙奶奶手
中。

4月23日晚，家住河口镇的孟同学因
鼻出血需要到一院就诊，由于第一次到霍
邱一院看病，担心不熟悉流程耽误病情，
家长拨通了村医提供的县一院医共体一站

式服务热线。得知情况后，一站式服务工
作人员立即联系急诊科、五官科，途中通
过电话了解病情，到达后带着患者通过急
诊绿色通道以最快时间进行核酸检测和抗
原检测，抗原结果阴性后，到五官科接受
检查治疗，很快患者症状得到缓解。

据了解，自今年4月霍邱一院医共体为
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和就医一站式服务运行以
来，共接听咨询服务电话120余人次，服务
来院就医患者60余人次，志愿者代购药品20

余次，为城区老人上门送药4次，受到群众
一致认可和好评。

医共体让看病更方便

没有屋檐，是听不到雨的。
昨夜小雨，听了一夜的雨。小镇的

夜从来没有这么宁静，窗前的路没有经
过一个行人。一夜里，只忙着听雨，好
像雨也只在我的后院里，屋檐的雨打在
走廊上“滴答”一声的脆；打在水盆里
“叮咚”一声的圆；打在花叶上，声音
变得蓬勃有力。可以想象雨滴像一个跳
水的精灵，从天而降，落在一片牡丹的
叶子上，弹起，再从叶子上滑落，投入
哗啦啦的水流里。雨在风里旋转，又变
得丝丝颤颤，连绵不断。

在雨里，最喜欢张爱玲的《秋雨》，是
一幅朦胧、静态的油画，第一次读，简直
惊叹于那种对事物色彩的描写，很多年
还记得：灰白色的云片、忧郁苍黄的草
色、含泪低垂的洋水仙、发出猪血一样刺
激颜色的墙砖和墙下绿油油的桂树叶。
张爱玲的心情大多是这样，潮湿而阴郁，
清醒又缠绵。就像开头和结尾都是那一
句话———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

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也
是她自己的整个世界。

我所听的，是春雨，一种轻快的活
泼的雨。也只有静下来，睡在四合小院
子里才能听到的雨。

想象古人的浪漫，真是绝妙：“留得
残荷听雨声”“雨打芭蕉，三更听雨，点滴
霖霪”“雨打梨花深闭门”，不说“少年、壮
年，鬓已星星”的听雨，听雨还是一件轻
松浪漫的事情。

若有雨，有院，有闲，何不听一场雨。
小 院

老树根里种出新植物，废弃的锅洞
里孵着小鸭子。土味又老旧的院子里，
全是春的生机与生命。春天，关不住。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时期，我和家里
的院子们难得这么悠闲地相聚。前面的
院子里除了一棵桂花树，到处长的都是
小苔藓。苔藓与桂树一样的绿，苔藓蓬松
柔软，可爱，湿漉漉的像一只只会呼吸的
狗鼻子。一下雨，整个院子活泼起来，好

像苔藓们在跳舞，雨水们在竞赛。而人，
只能望着桂树，听雨和沉思了。

后面的院子已经很久没有来了。这
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父母正年轻的
时候，这里紧挨着大房子盖一间土鸡
舍。鸡日夜地咯咯唱，母亲就睡在隔壁
小屋子里，日夜听着小鸡们低鸣合唱。
那声音时常让我想起一种“深夜”。深
夜里，母亲劳作的身影，伴着小鸡咯咯
咯咯的唱鸣。

现在的土鸡舍好像矮了一点，而母
亲好像也矮了一点。我时常观察动物和
植物，但我却不忍观察我的母亲，我怕
我查出她的衰老。母亲很美，只是被时
光消磨得太快。有一次，姑姑用抖音给
母亲拍了一张美颜的照片，我默默地看
出了眼泪。

二十多年了，我再次寻找到母亲年
轻时的模样，没有皱纹，没有劳累，没有
眼泪和忧伤。没有改变的可能只有后院
的那几棵老树，几棵大槐树和大杨树。

四月的槐花如约而至，让风捎来一
阵阵清香，两窝鸟儿每天鸣唱，不知道是
不是去年的旧邻居。在这个不声不响的
春风里，它们给了我隔空相望的好时光。
我每天看，当花儿落了，又一树葱绿的时
候，不知道我是不是也能飞出去。

而时间也是飞快的，下次回来，不
知道杨树是不是又结了许多果实，像一
串串回家的小燕子。和我们一样，回到
故乡，落在母亲的身旁……

门和窗是兄弟，门供人出入，
窗则管着通风和采光，房子装上门
窗，住上人，人来客往，加上袅袅
炊烟，算是有生机了。

古时，起屋建房，讲究建门，
门就是一户人家的脸面。官宦人家
房门高耸、霸气，入门往往要先拾
级而上，门前有家奴把守，普通人
进入走侧门，重要人物走中门，到
这种人家走动一般是身价之人，普
通人进入恐怕有诸多不适。晋商、
徽商，犹如当今“土豪”，无论是
北还是南，挣得盆满钵盈后，一定
择地建处大宅子，大门建筑必须考
究大气、雕梁画栋，算是出人头
地、光宗耀祖，今天，跨入那道
门，不论是乔家、曹家，还是西递
和宏村，感觉也许会更深。

步入迈出每道门，收获迥然不
同。古人喜欢串门，贾岛选择了夜
深人静时，据说唐时“官府规定”
贼严，其中一条是严禁工作日走亲
访友，于是有了“鸟宿池边树，僧
敲月下门”，贾岛在朋友门前又推
又敲，惊醒了李凝，也惊醒了睡
鸟，并从此扬了名。宋时，串门可
选在清晨，一日，李清照素面朝天、想着心事、裹着晨雾荡着
秋千，四周静好，此时，叩门声起，少女一惊，忙乱中不想散
了发髻、掉了鞋子。“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能
让心高气傲的才女如此那般小鹿撞心、面如桃红的人，想是只
有赵明诚了。

初春，桃花灼灼，草色浅浅，去乡野访友。朋友居深山，
山脚平坦之处，一老宅掩映于竹林之中，老宅有些年头，瓦楞
上的小草和斑驳的老墙，见证时光变迁，唯独石雕“天水门
第”的门楹，经历冬秋春夏，字迹清晰如初，述说着过往繁
华。朋友姓赵，其祖上在明时从甘肃辗转迁移至此。那天，我
呆在老宅，关掉了手机，听朋友讲着前朝的家国往事，仿佛行
走在古丝绸之路和那次迁徙之中，穿越时空。

开杂货店的老板是一位年近八旬老人，天亮开门，夜深关
门，并不宽敞的店面前，放着两条长凳子，每天凳子上总会坐
满人，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凳子磨得光亮，销售虽不见增
长。她需要打发孤独和寂寞，这种感觉，多年之后，也许才能
懂得。每每路过，她总是笑着同我打招呼，“上班去”、“下
班啦”，那语言和神态，好似我那仍独居乡下的母亲，母亲希
望我常回去看看，我若不归，她则盼望着有客自远方来。一次
妻问我，杂货店的老奶奶姓啥？顿时语塞，答不上来，但那人
的确很熟，那道门店很熟。

在我的家乡农村，门是不上锁的，要么敞开，即便关着，
也是虚掩的，推门进去，桌子上摆着茶壶、茶碗，好像随时为
到访之人准备着。来小城生活十几载，每天出门进门，立即将
门关好，门里门外，由一道门隔着，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很少
串门，少了农村热情和真诚。

前不久，小区一楼搬来一户，很另类，每天敞开着门，
老人七十多岁样子，子女在国外工作。一天，刚好路过，可
能是老人儿子跨洋打来电话，幸福挂满脸上，电话那头似乎
是注意身体之类的叮嘱，老人却说：放心吧，自己每天将门
开 着 ， 若 有 不
测，邻居会及时
知晓。那一时，
我明白了许多，
于是每天路过一
楼，总要多看一
眼那洞开的门，
听 一 听 屋 内 响
动。的确，我该
步入那扇门。

小区解封了，又恢复了往日的烟火气。
一大早，小区门外的鸡蛋饼摊又支了起来。

“来个鸡蛋饼。”我说。
“老师还是两个鸡蛋的？”我微笑着点点头。
“好勒！”她边说，边熟练地拿起两个鸡

蛋往碗沿上一磕，一掰蛋壳，鸡蛋滑到碗
里，她拿起筷子使劲搅着。然后拿起装有色
拉油的矿泉水瓶，把油往锅里一挤，拿起平
铲在锅里快速一转，再“呲”的一声，把鸡蛋
倒进平锅，用平铲熟练地向四周一刮，鸡蛋
就被均匀地摊开。一会儿，鸡蛋皮鼓了起
来，她迅速地将鸡蛋铲起翻身，将面饼蒙在
鸡蛋饼上，又一个翻身，把酱和咸菜摊在饼
上，两边一合对折，香喷喷的鸡蛋饼就做好
了。一气呵成！

我给了她4元钱，大口大口吃着饼，想起
了第一次和她的相识。

那是去年底的一天，我正在睡回笼觉，

突然电话响起。
“你好！请问你是23856的车主吗？”
“是啊，怎么啦？”
“我不小心把你的车给刮了，请你来一

下看怎么处理。”
我穿好羽绒服，拿起手机，直奔车子。车

旁站着一个戴围巾的中年妇女，一脸惊慌，
畏畏缩缩地双手揪着围裙，旁边是个摊鸡蛋
饼的手推车。

“老师，我认识你。”她一眼亮。
“认识我？套什么近乎呢。”我心里想，冷

冷地看了她一眼。
“对不起！刚才我推车时，不小心刮到你

的车了。”她弯腰指给我看，划痕不深但很
长。看到车划成这样，我心里还是很疼的，
气呼呼地看着她。

“你看赔多少钱？”她陪着小心。
“去4S店修太贵，旁边有个修车铺，修

多少你给多少吧。”我看她态度诚恳，气消
了大半。

她一听，紧张的情绪放松了许多。我们
请来师傅，他一看：“没多大事儿，打磨一下
就看不见了。”说完，师傅找来工具，几分钟
时间修补得完好如初。

“师傅，多少钱？”
“算了吧，老师是我的老顾客，钱不要

了。”
她又转向我：“你看怎么赔？”

“师傅都说不要钱了，那就不要钱了。”
“那怎么行呢？”她感到很过意不去。忽

然她一瘸一拐地朝对面超市跑去，搬了一箱
矿泉水硬是塞给了师傅。

我立即对她有了好感，“你腿怎么啦？”

“外面打工时摔的。”
“你怎么认识我？”我很好奇。
“我租的房子在你家对面楼，我孩子今

年高三，我在陪读。”
嗷，原来每天清晨，小区里一瘸一拐地

推着早点车的是她。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
严寒酷暑，她每天都出摊。

“我丈夫在外打工，婆婆带着女儿在老
家，公公病逝了，拉了不少亏空，我做鸡蛋
饼，够我娘俩开销了，多少还有一点结余。”
她说得很慢，但落地有声。

我突然对她怜悯起来，不，是敬佩起来，
我有什么资格怜悯她呢。

“老师，这疫情应该过去了吧？”她的话
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肯定过去了！”
“我被这一疫情害苦了，本想多攒几个，

给孩子作学费。小区一封，钱都花差不多
了。好在解封啦，我还有时间挣钱。”她两眼
微笑着。

“二中那边学生多，生意好，你咋不去那
摆摊呢？”

“我不去！怕影响儿子！他看到我辛苦会

难过的。”
“孩子成绩咋样？”
“挺好的！一直是前几名。”说起儿子，她

两眼放光，满是骄傲和幸福。
“他是我的希望，也是全家的希望。”说

完，她呵呵地对我笑笑，那声音里透着乐观
和力量。

一轮红日渐渐升起，照亮了天空，照亮
了摊点，也照亮了我们的小城。

听 雨 (外一篇)
陶 莉

步
入
一
扇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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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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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姚文文玉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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