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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门诊的奶奶，和她低声说心里话

姚乐燕的门诊是 8 点开始，12 点左右结束。一个上

午，她看了35位患者，其间没有喝水，没有上厕所，却丝毫

没有疲态，说话干净利索，声音清脆又柔和。来就诊的患

者90%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是开药，或做各种基

础检查、体检、咨询体检结果等。

“姚医生，你从北京回来了？”10 点，60 多岁的刘大伯

一进诊室就爽朗地打招呼。这是当天上午，第5位这么问

她的患者。

几天前，姚乐燕去北京参加一个比赛，发了朋友圈，这

些患者都是她的微信好友。

“回来了。”姚乐燕笑着应答，“您这次是不是来开高

血压的药？”开药期间，刘大伯问她比赛结果如何，姚乐燕

笑着回应，就像是邻里间拉几句家常。

开完药，姚乐燕嘱咐大伯：“阿姨也快要体检了，要不

今天预约掉？”刘大伯愣了下：“你不说我都忘了，我一会儿

问她。”

下一个进来的是 80 多岁的程奶奶，瘦瘦小小的她紧

锁着眉头。“奶奶，爷爷还在住院吗？”姚乐燕开口先问。程

奶奶像是被打开了话匣子：“老伴还在ICU，每天只能探望

一小时，他身上插了很多管子，他想回家⋯⋯”

姚乐燕耐心听着，跟着轻声叹气，又连声安慰：ICU医

生肯定会尽力的，你也要保重好自己⋯⋯

几分钟的絮絮叨叨，都在程奶奶开药期间。程奶奶拿

了开好的药，缓缓离开。

姚乐燕说，程奶奶的老伴已经90多岁，半个月前生病

住院，情况不是很好，子女不同住，本来老两口相互依赖，

老伴住院后，程奶奶孤独了很多。

“她不怎么说话，有时候会给我发微信说说老伴的情

况，能看出她很担心，而这种情绪她又不愿对子女流露，怕

孩子们担心她。”

阿姨的顾虑，她治疗时都考虑到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阿姨，说自己前一天体检查出小

便有血，约了今天来复查。姚乐燕愣了四五秒，然后说：“你

是不是××的妈妈？你儿子昨天在微信上和我说了。我以

为你儿子会陪着一起来，一时没想起。”她没见过这位患者，

但记着她儿子的微信留言。

作为一位社区医生，姚乐燕不仅了解患者的病情，也

熟悉他们的家庭状况，这种熟悉甚至会在她确定治疗方案

时起作用。

66 岁的金阿姨瘦瘦的，她因为血糖高第二次来找姚

乐燕。“你这次血糖有点过高啊，应该打胰岛素的。”姚乐燕

看着检查单说。

金阿姨“嗯啊”了几声，没有作答。姚乐燕似乎知道她

在顾虑什么，想了一下说，“我给你调整一下药吧，你原来

吃的药其实效果也不错。现在这样一次要吃 7 颗，太多

了，换我也服不下，要不我给你换另外一种，这样一次只用

服两颗。”

这么做，姚乐燕是希望金阿姨能按时按量服药。金阿

姨连声说，好的好的。“你不用抗拒胰岛素，该用的时候要

用，它对你是种保护，血糖太高会有并发症的。”姚乐燕最

后叮嘱。

原来金阿姨很怕打针，担心用了胰岛素就要依赖，更

关键的是，家里有个三个月的小孙子需要她照顾，初次用

胰岛素需要在医院观察，她觉得走不开。

这些情况都是金阿姨每次聊天时透露出来的，这些顾

虑她很少直接说出来，但又会影响到她治疗时的依从性。

“决定怎么治疗时，在考虑到病情的前提下，也最好兼

顾这些实际情况，只一味按照治疗标准让她住院，她其实

做不到的。”姚乐燕说。

大伯说，我们把健康交给你了

这样忙乎到中午，诊室渐渐安静下来，上午离开的

刘大伯拿了老伴的医保卡，折回来约体检，这次他顺带

拿了一大包零食来。姚乐燕连声推辞：“大伯，您太客气

了。”像给小辈拿好吃的一样，刘大伯硬把零食推到姚乐

燕手里。

“这些零食，您可以吃，阿姨血糖高，糖分高的可不要

多吃啊。”姚乐燕顺口嘱咐道。

“知道，知道，我们反正是把健康交给你了。”刘大伯笑

着说，还对下一个进来的患者说，“姚医生是真当细心。”

姚乐燕的签约患者有 1000 多位，她都给他们留了手

机号，并加微信。翻开她的手机微信，患者们的留言五花

八门：有人询问自己的检查报告，有人咨询新冠疫苗怎么

打，有人发小孙子的图片过来问是不是手足口病⋯⋯

所有的微信留言，姚乐燕都会回复，有些不方便微信

回复的，她就直接打电话过去。

“加了这么多微信，麻烦吗？”记者问。“不麻烦啊，我觉

得还挺方便的，特别是我想找他们找不到的时候。”姚乐

燕翻开其中一条：前几天，一位阿姨的体检结果显示血糖

偏低，社区医生联系她来做复查，电话怎么都打不通，阿姨

是姚乐燕的签约患者，“我也打不通她的电话，给她微信留

言，她很快就回复了。”

一通微信对话，她救了阿姨一命

还有一次，一位 56 岁的阿姨在小区里遛狗，突然晕

倒，几分钟后醒来，就自己回去了。阿姨觉得没什么大碍，

没和家人说，但在和姚乐燕微信聊天时，提到了这件事。

“我觉得不对劲，因为她有高血压和低血糖，怕是心血

管问题，让她赶快去医院。”姚乐燕说，阿姨依从性蛮好，当

即就去了，“没想到，她到了医院后又出现了晕厥，是心脏

骤停，而且检查显示，最长的一次是4分钟，就是她遛狗晕

倒的时候。”

阿姨后来装了心脏起搏器，事后还特意给姚乐燕写了

一封感谢信。“是姚医生让我避免了危险，及时救治。平时

有病情在微信上联系，她回复都很及时。”

这样的来自患者的手写感谢信，姚乐燕今年已经收到

了四封。耐心、细心、专业，这是居民们称赞她最多的品

质。

“都说医生不仅是治病，其实是‘治人’，以前在大医院

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这么深入地去了解自己的患者，这也

是社区医生接地气的地方。对他们来说，是被帮助了；对

我来说，也觉得被需要，还是蛮有获得感的。”姚乐燕说。

(文中患者皆为化名)

80后的姚乐燕是钱江晚报小时

健康小站、杭州西湖区文新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主治医师。上

周，家住杭州城西的杨大伯在小时新

闻客户端的小时健康小站群组上发

了一封感谢信，夸赞姚医生救了自己

（见钱江晚报6月22日A12版）。

这是怎样的一位社区医生？我

们跟访了姚乐燕的一个门诊日。得

知她曾经在三甲医院工作，记者不禁

好奇问她：“在社区医院和在大医院

接诊，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哪里？”她

想了想说：“大概就是，在这里接诊会

更接地气。”

在这里，患者和她之间，不仅是

医患关系，那种彼此间的熟悉感觉有

点像邻居、朋友。而有时候，怎么治

疗、开什么药，这种熟稔竟也起着不

可或缺的作用。

程奶奶和她讲起悄悄话，刘大伯给她带来一堆零食

社区医生的手机里，有一千多位患者朋友
本报记者 吴朝香 通讯员 李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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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传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