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大医师朋友们：
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谨以此信向常年奋战在临床一线的

全体医师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并向我市广大医师的贤内助、好丈夫
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医师是一个崇高而辛苦的职业，又是一个技术要求高而风险系数大的职
业，可以说是天使和爱的化身，在这个平凡而忙碌的岗位上，你们创造出了不
平凡的业绩，用责任为广大群众筑就牢固的健康防护墙。在这个特殊的群体
中，有几十年如一日退休了仍返聘在一线的老专家，有放弃城市优越条件、不
怕困难坚守基层的乡村医生，有舍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抗击疫情和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白衣战士，有甘于寂寞、通宵达旦埋头于科研的专业技术骨干……
你们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呕心沥血，挽救无数鲜活生命，让许许多多的患者
重燃生命的希望。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秉承疫情就是
命令，生命重于泰山的家国大义，积极响应号召，白衣执甲、初心于怀。在疫
情防控的最前沿，牢记“希波克拉底誓言”，充分发扬“医乃仁术、大医精诚”的
职业精神和“伟大的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无私奉献
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热忱、精益求精”的白求恩精神，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不
负重托，不辱使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发挥火线上的中流砥柱作用，以
无私和无畏护佑生命之光，以忠诚和担当挺起民族铮铮铁骨和脊梁，以平凡
的坚守谱写一曲曲感天动地的抗疫长歌，无愧为最美的天使、真正的英雄、新
时代最可爱的人。也正因为我市拥有了你们这样一支医德高尚，服务优良、
乐于奉献的医师团队，才有了全市卫生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今天。

当前，我市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卫生健康系统承担着抓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深入推进卫生健康领域各项改革发展实践的双重任
务。随着“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口
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人民群众生命全周期的健康服务保障需求进一步提
升，卫生健康事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也对医师队伍的能力素
质和服务水平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希望全市广大医师同志，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以维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为最高使命，把“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融入每一项医疗服务，一以贯之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理念，继续发扬医者仁心和大爱无疆精神，为推动我市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健康延安作出更大贡献！

最后，再次祝愿全市广大医师同志们节日快乐！祝愿你们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延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8月19日

致全市广大医师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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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他乡，新时代的“白求恩”一批批走来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遥远的非洲大陆不畏艰辛，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成
千上万条生命，他们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中国医生”。让我们通过新时期
的“白求恩”——延大附院路浩东的援非日记，走进援非中国医生的世界——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常艰难的关键时期，2021年的11月14日，我
和16名“战友”组成了中国（陕西）第9批援马拉维医疗队，逆行出征非洲马拉
维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我们一行17人，漂洋过海，远赴非洲，踏上
了这片热情的土地，在马拉维姆祖祖中心医院开启了异国工作的新历程。姆
祖祖是马拉维第三大城市，姆祖祖中心医院是马拉维北部最大的转诊中心，即
便是中心医院，条件也是极为至简。就我所在的骨科，分为四个部分：男性病
房（34张）、女性病房（16张）、儿童病房（16张）、门诊及手术室，一共66张床位，
科室有六名医务人员。日手术均在10台以上。手术日加班是常态，中午几乎
不能按时吃午餐，加班加点，无怨无悔。

疟疾、伤寒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性疾病是我们援非医生面临最严峻的
问题。马拉维医疗资源匮乏，药品及医疗器械均依靠其他国家捐助，没有条件普
及全民筛查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当地人员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意识差，所以医疗
队员援非工作一直是在随时有可能被感染的环境下进行的。马拉维又是艾滋病
高发的地域，检测、防护措施都达不到要求，根本无法预知正在手术的病人是否患
有艾滋病等传染病，医生每天的工作都面临着被感染和传播的危险。我们第9批
援马拉维医疗队员在高风险，低保障的环境下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2022年7月5日，我收治了一位“左手掌不全离断”患者，患者被刀砍伤左
手，左手掌中段呈不全离断，创缘尚整齐，伤口内见掌骨、肌腱、血管、神经端外
露，左手第2～5指活动受限及感觉缺失，末梢血运差，伤后曾在下级医院行简
单清创包扎对症治疗后，转入姆祖祖中心医院。患者入院后，我和当地医生积
极科内讨论，制定治疗方案。当地骨科医生一致认为此患者“保肢”手术非常
复杂且难以实施，实施截肢手术相对稳妥，术前专科检查仅有X线片检查，根
本没有血管成像及造影检查评估血管情况，只能靠物理查体评估，经过仔细查
体及分析，我认为可以试行保肢手术，当地骨科主任邀请我为患者主刀手术，
因当地没有专科手外器械、内固定材料及缝线，更没有显微器械，只能从上肢
器械中挑选比较小的手术器械，在手术室现有缝线中挑选比较细且相对合适
的缝线，经过详细讨论，并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关节外科张建林主任、侯海斌
副主任、行军副主任、王磊副主任等骨科同仁远程指导下，准备为患者分两次
实施手术，第一次彻底清创、克氏针固定骨折，吻合主要断裂血管及神经；第二
次行肌腱吻合术。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物尽所用，顺利地完成了两次手术。
骨科手术室里传来异口同声“Dr.Lu，谢谢”的感激声，在那一刻，我被深深地震
撼了，在异国他乡被一种叫“中国医生”的大爱深深包围。

当地此类患者较多，援助医院主要实施的是截肢手术，经过详细计划，为
此患者分次实施了保肢手术，目前患者患手血运良好，指导手指合理被动功能
锻炼。虽然，这只是援非工作中的一个缩影，但得到了援助医院骨科同道及患
者的赞扬及好评。这次手术为我的援非工作留下了深刻的工作记忆。

近半年来，我先后处理门急诊病人 700多人次，克服手术室简陋条件、手
术设备器械缺乏等困难，在延大附院关节外科张建林主任团队的大力支持下，
成功主刀及指导完成骨科专科手术500余台，手术效果均达预期效果，得到了
当地医务人员和患者家属的赞扬。“六一国际儿童节”荣幸得到新华网国际版
报道。作为一名骨科医生，不仅接起了马拉维人民断裂的骨头，而且架起了中
马人民深厚友谊的传播桥梁。

虽说我所援助的医院条件艰苦，缺医少药，但我们医疗队不惧风险、知难而
上，在当地医疗条件落后、医疗设备欠缺，就地取材，物尽所用，坚持不忘初心，用
实际行动践行“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援外医疗队精
神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积极贡
献，继续擦亮援外医疗队这块“金字”招牌，为增进中非友谊贡献力量。

铁脊柔肠 守护百姓健康的钢铁战士

和苏荣军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很佩服其过人的精力，经常开玩笑说他是“铁
人”。面对同事们的调侃，苏荣军总是一笑置之。但他心里却十分清楚，自己并不
是真正的铁人，他常常感觉特别疲惫，长期没有规律的生活已经让他的健康频频
亮起黄灯，支撑着他一直顽强站立，超负荷运转的，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苏荣军是延安市人民医院普外科二病区（胃肠外科）主任，主任医生，从事
医疗工作已经有二十多年。他的父亲退休前就是一名消化内科的医生，从小
受到父辈们的耳濡目染，他对医生这个行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高考结束后，
他毅然选择了临床医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1993年从延安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他分配到解放军34医院工作，后转业到延安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工作。

了解苏荣军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格淳朴、真诚善良的人，工作十分认
真负责。为了在治疗时做到心中有数，他一有时间就到病房里巡视，随时观察
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耐心沟通，细心安抚，严格按照治
疗原则为患者治病，绝不让他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家住延长县的冯女士是一位退休教师，她做胆囊手术时，苏荣军就是她的
主管医生。让冯女士没有想到的是，术前三天医生没有给她开任何药物，这一

“反常”现象让她深感不安，反复询问苏荣军是否真的不需要用药，得到数次肯
定的回答后才放下心来。手术完成后，冯女士的丈夫多次提出想请苏荣军吃
饭，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还有一些患者为了表达感谢之意，给苏荣军送来锦旗，他却劝人家拿回
去，能退就退，认为患者治病本来就要花钱，再额外多花这样的钱完全没必要，
锦旗虽好，只是一时的荣誉，能得到患者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胃肠外科急诊患者多，手术也多，经常一台连着一台，从早晨一直做到下
午。其中，几乎一半以上的手术都需要他亲自完成。2014年一天下午 4点左
右，甘泉发生车祸，不少乘客受了重伤。做了一天手术刚刚走出手术室的苏荣
军接到通知后，还没有来得及休息，赶紧安排科室开通绿色通道，随时做好迎
接病人的准备。大约 6点钟，120急救站转来一位腹腔大出血的女病人，血压
只有 60～40mmHg，已经处于严重的失血性休克状态。苏荣军嘱咐值班医生
先为病人输液扩容，同时以最快的速度做好术前准备。就在把患者送往手术
室的途中，患者血压骤然降至 40～20mmHg，并出现叹息样呼吸，情况十分危
急。为了争分夺秒抢救病人，他就当机立断和助手一起开始实施剖腹探查术，
同时让护士为患者加压输血。打开腹腔后，患者果然是脾破裂，同时还合并肠
系膜大血管破裂。在麻醉师及手术室护士的配合下，手术在紧张而又沉重的
气氛中整整延续了3个多小时。手术完成后，苏荣军一直守护在患者身旁，等
她的意识完全清醒后亲自护送到 ICU继续观察治疗。

当他看到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到安全范围内并趋于稳定后，才拖着
沉重的双腿回到家中，此时已经是次日凌晨 2点。浑身酸困的苏荣军突然感
到腹部特别难受，这才想起从昨天早晨8点到现在，他已经有18个小时没有吃
东西了。随便吃了饭，休息了4个多小时后，早晨8点钟他照常来到医院参加
早交班，继续去完成提前安排好的手术，直到下午下班时还没有离开医院。

除了上门诊、查房、做手术外，他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科室进行全
面管理。在科室的交班会上，他强调的最多的就是医疗安全，他常对医护人员
说：“我们当医生的为患者看病，要凭自己的良心去看，一定要做到问心无愧。”

作为一个年轻的科室，人才梯队建设是最紧迫的任务。为了提高全科人员

的整体业务素质，他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好办法：让全科人员轮流讲课，安排
专人进行点评，讲义的PPT要求讲课者自己制作，严禁抄袭，在课堂上通过采取
现场提问、随时解答的方式，来巩固重要的知识点。他还多次邀请院内外相关
学科的专家来到科室，手把手地教年轻医生如何看CT片子，如何写论文等。

为了提高医疗质量，科室每月都要召开一次医疗质量分析会，对病历书
写、医患沟通、核心制度执行情况、合理用药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对存
在问题限期整改。

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科室人员积极上进，工作热情很高，具有很强的凝
聚力。科室每次组织集体学习，所有人员都能按时参加；每次抢救危重病人，
医护人员全都能及时到场，主动参与抢救工作。

2014年 10月，中国医科大学邢亚楠教授来到科室指导工作，苏荣军紧紧
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与专家一起共同探讨本专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邢教
授的指导下，普外科二病区先后开展了胃肠肿瘤的规范化、标准化治疗，腹腔
镜下胃癌、肠癌根治术等新业务、新技术，同时把精准治疗的先进理念也引入
了胃肠外科——精准诊断，精准评估，精准手术，精准观察，精准治疗，不注重
手术数量，而是注重提高手术质量。

虽然很苦很累，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科室的业务工作得到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苏荣军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把树立专科品牌，提高区域整体医疗水

平，作为长远发展战略。他知道，外科治疗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微创化、精准化
和个体化，作为一所市级医院的临床科室，仅仅依靠自身摸索，是很难得到快
速发展的。因此他计划利用延安市人民医院与中日友好医院的合作关系，依
托对方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在延安建立“直肠癌精益工作坊”，通过培养
基层各县区医疗单位胃肠外科人才，来提高本地胃肠肿瘤的诊治水平，为更多
的患者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视患犹亲，终生学习不停付出矢志不渝

在和同事相处的每一天，大家总是能看到那个笑呵呵的胡文静，他努力通
过自己的热心、积极、阳光让眼科大家庭中的每一个人感受到亲切和温暖。

今年36岁的胡文静，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现担任北医三院延安分院（延
安市中医医院）眼科副主任、主治医师。在参加工作的十二年中，他对待工作
认真负责、对待技术精益求精，能够把自身学习到的国内先进医疗技术，治疗
理念不断应用的实际工作中来。面对患者不仅能够坚守医疗技术治疗原则，
更能换位思考，站在患者立场上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耐心、细心地解
答患者的疑问，尽心、尽力地为患者解除病痛。

医疗工作是一个专业性极强的专业，而且知识的更新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为了掌握更好、更先进的眼科专业知识为广大深受疾病折磨的患者带来更好的
医疗服务，胡文静曾先后于中国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赵宇教授、周文凯教授，北京
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医院周吉超教授处长期学习。并且将所学到的各项先进技
术理念运用到实际临床工作中，目前已在该院开展新技术新业务9项，部分技术
为延安首例、陕北领先，其中3项被该院评选为优秀项目。积极进行科研学术活
动，先后于国家核心期刊、省目录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其中1篇论文受邀
参加中华医学会第二十六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论文发言，3篇论文被该院评选
为优秀论文。多次受邀参加延安市眼科学术会议，并进行学术发言交流。

“医生是一种神圣的职业，但神圣的是职业，并不是医生个体。所以每天
我面对我的白大衣、面对我的患者，我时刻会提醒自己，我要对得起我的白大
衣，我要问心无愧于我的患者。”这是胡文静常常对自己说的话。2021年，他门
诊时遇到一位富县的老太太，子女搀扶着老太太进入诊室，老太太当时捂着左
眼，而且不停地有泪水从眼中流出，家属说老太太眼睛疼了几个月了，眼睛不
开，看东西也不清楚。他们兄弟姊妹几个带着老太太已经到西安和延安的几
家大医院都看过了，一直不见好转。经过胡文静门诊的仔细检查以及结合患
者的病史、既往病历，最终诊断老太太是自身免疫因素引发的角膜溃疡。当他
告知家属这种病确实比较难治，而且容易反复，应该住院治疗，随时观察病情
调整治疗方案。但家属面露难色，表示家里经济比较困难，而且他们兄妹几个
都在外打工挣钱，如果老太太住院的话他们除了住院费用外，还要耽误打工，
这让他们本就拮据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最后给老太太制定了一套可行的治
疗方案，但考虑病情的复杂性、反复性，他给家属留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建议家
属每天反馈病情变化，并且每周上来复查一次。经过2周的治疗，老太太病情
恢复得非常好，第三次来复诊时老太太高兴地拉着胡文静的手说：“感谢胡大
夫，你终于让我的眼睛不疼了，而且现在我也能看清东西了，没想到其他地方
治不了的病让你给我治好了，太感谢你了”。听着老太太质朴、真实的感谢言
语，他发自内心的高兴。

“大音希声，大爱无痕”“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在过去
的 12年中，他不负医德仁心、不负刻苦钻研，帮助无数病患解除病痛，送去安
慰。“我始终坚信我选择的路是正确的，从事的职业是光荣的，所做的一切都是
应该的，而我将矢志不渝继续走下去。”他如是说。

生命至上，大爱让生命重新绽放

“做—名医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挽救一个又一个生命。”妇产科门诊量大、
急诊手术多、工作累，经常不分昼夜，但只要一接触病人，一上手术合，孙艳丽
的精神就来了，什么不好的事都忘了。每当治疗结束时，患者及家属总要塞个
红包以表感谢，均被她婉言谢绝，对于病人送来的红包拒收无果时，她会在手
术后第一时间替代患者交入住院费。

孙艳丽，副主任医师，1983年参加工作，2004年到延安市博爱医院工作，
曾任医院副院长兼妇产科主任，现任妇产科学科带头人，获延安市博爱医院

“名誉院长”称号。她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工作39年，医德高尚、技术精湛，为
延安市妇产科专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作为深受患者信赖的好医生，患者在她心中永远是第一位的。她的手机
24小时为患者开通，平时90%的电话是患者打来咨询疾病的。“一旦得了病，非
常无助，也很恐惧，你的一个电话，也许就能让他们看病少走弯路，也能给他们
一些安慰和帮助。”这是她经常告诫同事的口头禅。她每天全部时间除了在手
术台上便是应诊，留给自己休息的时间甚少，几乎常年加班，不管新老病人，她
总是非常热情地接听病人的电话，耐心解答问题，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夜里，只
要接到患者或是病房打来的电话，都会立即赶到医院。

2009年除夕那天，科室突然来了很多病人，由于节假日人手不够，她在科
里从早忙到晚上九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家里走去。刚进家门还没来得
及与家人吃上一口团圆饭，手机又响了：是一位她几天前接诊过的已怀孕近9
个月的双胞胎孕妇打来的，现在突然有点肚子痛，丈夫不在家，只有一位年近
七旬的婆婆，电话声中充满着焦虑和不安。孙艳丽接完电话后，立即让病人前
往医院等她，同时在赶往医院的路上，用电话联系床位并安排值班人员接诊，
待这位患者到达后，亲自查体、陪患者做检查，紧急手术，一直忙到凌晨四点
多，这才松一口气。这样的不眠之夜她已记不清度过多少个……

多年来，每天来找她看病的人非常多，有的从本地来的，还有从各县一早
坐车来的，为节约病人的时间，早点解决病人的痛苦、解答病人的疑惑，她一坐
诊就是几个小时，直到把最后一个病人安抚好为止。她坐门诊时间从来不喝
水，就是怕去厕所耽误病人宝贵的时间，让她们等候。只要是她的门诊时间，
她总是提早30分钟上班等候病人，尽管如此，上午的门诊依然要看到12点多，
接诊每一位病人时她都是有问必答，而且是答必详尽。旁人实在看不过去，劝
她说：“她们又不是挂的特需门诊，你也不是心理咨询门诊，跟她们讲那么多没
必要，你自己身体要紧。”她笑着说，病人来到医院就是寻求帮助来了，不能解
决好病人的问题怎么可以呢？有的是心理问题，只要一两句安慰话，就能减轻
她们的痛苦，又何乐而不为呢？

2019年，一位来自富县的异位妊娠妇女慕名来院就诊。她结婚多年一
直没有孩子，好不容易怀上了，结果检查是异位妊娠需要手术治疗，但术后
再很难怀孕。为此，她看了很多家医院都需要手术治疗，听别人介绍到孙艳
丽主任处就诊。孙主任经过详细了解病情，经过认真细致的检查发现还有
保守治疗的希望，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保守治疗术取得成功，这位孕
妇康复出院，顺利产下一名女婴，家里人给孩子起名叫“爱丽”以感谢孙艳丽
主任的恩情。

孙艳丽的博大胸怀，以身作则，谦虚谨慎，与人为善，她时时为别人着想，
乐于助人、勇于担当，成为带领团队勇往直前的重要法宝。在她的带动下，妇
产团队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勇于接受新技术，开展新业务，最大限度地为病人
做好优质服务，不仅赢得了好口碑，也使民营医院妇产科团队得到高质量发
展，受到患者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让我们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用自己
的生命和全部力量，书写了新时代医者的责任和担当，呵护着全民的健康。

致敬，第五个中国医师节
记者 宋伟 刘晶

2022年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节日主题是“‘医’心向党、踔厉奋进”。

连日来，我市各个医疗机构采取各种形式庆祝第五个中国医师节，进一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异国他乡饱受战火和疾病的病人中间，在老百姓患病受伤的危急时刻，在病人最需要抚慰的时刻，在生命面临两难选择的瞬间……我们想到了，最可敬的医者、最可爱的天使们。

今天，让我们走近一批优秀的医师，倾听他们全力以赴守护人民健康的故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