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居民们谁也没意识到，在忙着为大家

接种的医务人员中，有一名早已退休的“60后”。

这名“60 后”就是防保科医生刘艳。原本

她 55 岁就可以退休了，但看到单位人手实在

紧张，而且她自己也真的非常喜欢跟孩子打交

道，于是就留了下来。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中，她也和同事们一样全力投入。

“接种后，注意清淡饮食，接种部位尽量不

要碰水⋯⋯”刘艳边打针，边向接种人员交代

注意事项。从动作的速度来看，这名“60 后”

医生与 80 后、90 后的医务人员们浑然一体，

毫无违和感。

下午17:00，同事来到刘艳医生身边与她

交接班时，她抬头看了看长长的队伍说：“你算

增补人员吧，再开一台接种台，这样快点。”说

完，埋头继续工作。

“今天，完成了 1400 多剂次，下班啦！”此

时，墙上的时钟已经显示20:30。刘医生站起

身，笑着对同事们说：“腰酸背痛的一天终于结

束了，今天是我的生日。”

“哇，刘医生生日快乐！辛苦啦！”一时，

一群白衣医护齐声向她表达祝福。言语之

间，大家更是流露着对这名 61 岁老医生的敬

佩之情。

7 月 28 日，钱报小时健康小站、杭州市上

城区湖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时疫苗接

种点迎来了“早高峰”，一早就接种了 600 多

剂次新冠肺炎疫苗，下午排队的人员更是有

增无减。整整一天，医务人员们始终处于高

速运转中。

61岁老医生这样过生日

和同事们一起完成
1400剂次新冠疫苗接种

李奶奶是位癌症晚期患者，本不是周少

文的签约病人。

7 月 25 日上午，风雨大作，在单位值班

的周少文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是李奶奶女

儿打来的，说老人家已处于弥留之际，从大

医院出来回家后，身上还插着几根管子，他

们希望老人在最后的日子能轻松且有尊严

一些，问周医生有没可能过去看看。

虽然防疫、抗台的工作已忙得不可开

交，再加上天气又那么的恶劣，但周少文没

有片刻犹豫就答应下来。趁着稍微有点空

当，他拿起雨伞就往李奶奶家冲。“老人家静

静躺在床上，眼睛微微睁开但没有神，床边

的子女在跟她说话，但她没反应。老人家身

上插了两根胸腔引流管，我帮她拔掉，并对

创口进行了包扎。”

周少文从事基层医疗工作 20 多年，要

对居民生命和健康从出生到死亡进行全程

管理，临终关怀就是重要的工作之一。当一

个人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医疗能做的已经

很少，帮助病患减轻痛苦并走得体面或许更

有意义。

周少文曾经照顾过一位 105 岁的爷爷，

他的子女都已七八十岁高龄，也都身体不

好，只能请阿姨照顾。因为长时间卧床，爷

爷身上长出了好几块褥疮，时不时还会便

秘、胃不舒服等。他为爷爷建了家庭病床，

每周两三次上门，清创、换药、查体⋯⋯起

初，爷爷还意识清晰，每次周少文上门，都

会拉着他的手一个劲说：“谢谢！”而因为爷

爷耳朵不好，周少文每次都得贴到他耳边

说话。

一晃 3 个月过去，在周少文的精心照护

下，爷爷的褥疮总算被控制住，但他身体多

器官衰竭已无法逆转，意识也在渐渐丧失。

又过了 2 个月，老人永远离开了。但这 2 个

月，在周少文的照护下，爷爷是在无比平静

中度过的。

“爷爷是在晚上睡觉时走的，我第二天

早上去的时候，看他躺在床上很安详，那就

是我为他奔波了 5 个月的意义。”周少文说，

从他刚工作至今，大众对临终关怀的接受度

和诉求都越来越高，全力抢救挽留生命是子

女的孝心，让老人少吃苦走得体面也是对生

命的尊重。

钱报小时健康小站、杭州市上城区凯旋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周少文的

诊室里，进进出出的居民络绎不绝，直到中

午12点半人才慢慢少下来。

送走最后一位患者，用 5 分钟的时间快

速吃完午饭，周少文拿起水杯想稍微歇口

气，但脑子里不停转着接下来得做的事。

“景昙社区的李奶奶怎么样了？”他的

脑子里突然闪过这个疑问，赶紧拿起电话

打过去，得知老人家情况还好，他舒了一

口气。

特殊的临终关怀
守护最后的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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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冯奶奶手头有钱报小时健康小站、

西门望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值班电话。一

接到求助信息，应急机动队医疗小组就马上出

发了。

“我们开着急救车赶往冯奶奶家，有些路

段的积水没过半个轮胎，车子没办法开得很

快。到社区门口时，水已快灌进排气管，急救

车已无法前行。我们下车试着蹚水过去，有的

地方水还有齐腰深，怎么把老人家从家送到社

区门口的急救车上就成了难题。”西门望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陈诚说。

他们当即联系社区城管部门来帮忙。天

下着雨，皮划艇内也是湿的，老人家不能坐也

蹲不牢，最后大家想到将老人家连轮椅一起固

定在皮划艇内。雨越下越大，细心的他们给老

人家穿上长款雨衣，却顾不上给自己打伞，几

个人前后左右牢牢抓着皮划艇，小心翼翼推着

蹚水到小区门口，再将冯奶奶转到急救车上，

最终成功送至宁波市第二医院急诊。

经诊治，冯奶奶的过敏并不是太严重，配

了些抗过敏的药可回家休养。得知此消息后

陈诚总算可以安心了，因为过敏可大可小，严

重时发生过敏性休克的话会要命。

一次平日里再简单不过的转送病人，那

天那一群人合力竟花了将近 2 个小时。虽

然蹚水、淋雨浑身湿透，但他们丝毫不在意，

因为在受台风影响的那几天，打湿是他们的

常态。

7 月 26 日傍晚，因台风“烟花”带来特大

降雨，作为受灾较重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积

水还没有退去。家住宁波市海曙区西门街

道新芝社区的冯奶奶感觉浑身不适，不停抓

挠的同时还发现身上的红疹子越来越多。

“应该尽快上医院看看！”可打开窗户，看到

小区依旧是一片汪洋，这位 77 岁独自在家的

老奶奶心里发怵。

非常时期的非常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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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艳（右一）在专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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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想到将老人连轮椅一起固定在皮划艇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