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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云佳第一次走入安宁病房，是被拒绝的。

“那是一位奶奶，退休前是外科医生，前期医

护咨询她意见，说‘好吧，那让大学生们来吧’。当

天是我首次参与服务，和两位有经验的同学一起

去，面对好几位陌生人，奶奶可能不太自在，刚进

门，就对我们说‘你们来干嘛，我要上厕所了，你们

走吧’。算是找了个借口拒绝了。”与素不相识的

人相处，陪护开始就是挑战。而这样的拒绝，每位

参与志愿服务的学子都遇到过。怎么破局？考验

着志愿者的智慧。

一次，同学们陪伴一名肾癌伴随肺转移的爷爷，

从老人一句“不要”里，听出了浓浓的杭州口音。杭

州同学立即改用杭州话交流，并握着老人的手轻轻

抚触。老人往往听力下降，视力模糊，抚触更利于开

启沟通。

慢慢地老人开口倾诉：“我现在吃也吃不好，怎

么会这样呢？还不如一了百了⋯⋯”一句话看似在

说胃口，实则是情绪表达。在志愿者们的安慰中，话

题渐渐被转移，老人和这群年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

聊着。道别时，老人嘴里说声“慢走”，脸上露出舒展

的微笑，与刚见面时的木讷形成明显反差。

“没开始服务前，会想那是什么样的环境？我能

为他们做点什么？当真正走入安宁病房，就发现一

切想象都不存在了，你会发现这就是生活本身。”徐

云佳坦言，有时病人的一个眼神，家属的一句问候，

都会让自己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每一位病人都

有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而不少病人还会想不通‘为何

我行善积德却得了绝症’，通过一些话题的交流，我

们尝试唤醒他们身上的能量，让对方的情绪不再沉

浸在病痛的困扰中。”

1999年出生的徐云佳，没有过多关于死亡的经

历，或许也没有足够的阅历支撑与患者之间的讨论，

“但有时候我们说得不多，耐心倾听，就是最好的陪

伴。”

唤醒病人身上的能量
倾听也是陪伴治疗

如果不是学护理，如果没有参加志愿服务，2000年出生的刘金龙或许很难近距离接触“死亡”。

在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有一群师生思考着一个话题：当医生给出“生命倒计时”，在他人花

落的季节，能帮到什么？

带着这个问号，刘金龙和同学们走进一间间安宁病房，面对末期患者和家属，回忆往昔、阐述

苦恼、寻求建议⋯⋯

帮助一位位患者和家属道别、道歉、道爱、道谢后，刘金龙觉得，“给逐渐凋亡的生命带去最后

的温暖”这件事无比重要，“死亡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我们需要和世界好好说一声再见。”

安宁疗护的陪伴过程，是相互疗愈，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反思自己的人生。

近日，在前期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积累了一定基础的情况下，杭州师范大学护理学院正式成

立大学生安宁疗护志愿服务队。安宁疗护，谁能做、怎么做、为何做？新成立的服务队在实践中寻

找答案。

杭师大成立大学生安宁疗护志愿服务队

用理性技术与感性关怀
温暖生命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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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岁的程琳，在这支大学生队伍里算是小姐

姐。本科毕业当了5年护士后，她选择考研深造。

过去的职业生涯中，程琳认为医院的规章制度

是第一位的。“曾经有些重病的患者或家属提出想在

床头放根红绳，我一定会说不，因为病床按要求必须

干净整洁，但现在大概率会默许，红绳消毒就可以。

痛苦中的人更需要念想。医学是理性的，但人是感

性的。”

在感受别人生命的同时，对青年学子而言，每次

志愿者服务都是不断学习和反思的过程，让他们收

获知识经验和人生感悟，也让他们学会如何更好地

爱人与被爱。

“我本科曾在肿瘤科学习，患癌病人基本是清醒

的，会和我们聊天。直面死亡，容易反思人生。”和程

琳一样，那些经历也让刘金龙拓宽了生命的深度和

厚度，避免有限的生命做一些无意义的事。

也有同学开始反思医护行业的情感困境。

2021 级护理专业学生戴妍妍在医院见习后写

道：“作为医护人员，托举生命的重量，我们的职业是

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但一次次目睹死神逼近患者，

我第一次在临床上真正认识到人类力量的渺小时，难

以接受无可奈何的挫败感。”

“我读到《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

知道的常识》这本书，才发觉绝大多数人都需要补上

‘死亡教育’这门课。我们曾以为，忌讳死亡乃至于

无视死亡是剥离了恐惧的理性，但其实用忌讳的外

衣将死亡这一客观规律包裹得严严实实，以至将其

特殊化、神秘化，甚至妖魔化。困扰之下，导致我们

特别的痛苦。”戴妍妍说，理性而具体地了解死亡，树

立正确的死亡观，显得格外重要。

杭师大护理学院韩豫老师于 2023 年在校内开

设了“大学生生命教育网络思政工作室”，三十余名

护理学生依托工作室读书、观影，在市肿瘤儿童病房

参与癌症儿童及家属的陪伴。韩豫说：“通过生命教

育、安宁疗护志愿服务，学生们可以认识到生命的意

义和价值，防止自伤或伤害他人。”

理性的现代医学技术
也需要感性的人文关怀

目前，我国已大踏步进入老龄化时代，如

何让老人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是

系统性、社会性问题。护航生命“最后一程”，

单凭学校之力并不够。

2021 年，杭州市肿瘤医院开设“荷宁病

房”；2022年末，杭州拱墅和睦老人公寓护理

院内的“安宁疗护病房”正式投入使用；2023

年，浙江老年关怀医院率先与拱宸桥街道签

订《社区居家安宁疗护推进共识》⋯⋯多方探

索，合力并举，这些共建单位也为大学生开展

志愿服务提供了场地、培训等支持。

作为安宁疗护志愿服务的先行者，杭师

大护理学院楼妍教授串联起各方力量——

新成立的服务队就源起于 2019 年开设的安

宁疗护课程。通过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

结合的教学模式，已培养两百余名相关护理

人才。

“2023 年底，我参与编辑，谌永毅、杨辉

两位护理专家主编的国家卫健委十四五规划

教材，也是第一本护理本科《安宁疗护》教材

面市了。”更令楼妍欣喜的是，在政策层面，安

宁疗护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

2017 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颁布的《安

宁疗护实践指南》中将临终关怀、舒缓医疗、

姑息治疗等统称为安宁疗护。安宁疗护首次

进入国家健康规划纲要。

2023 年 4 月，第三批国家安宁疗护试点

省（市）61 个，确定浙江为试点省份；同年 8

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浙

江省全省域开展安宁疗护工作实施方案》，明

确提出培育安宁疗护志愿者服务队伍。

“我们这支队伍的成立恰逢其时。”楼妍

兴奋地说。

“科研的目的在于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育

人首先要教做人。服务队的成立，为护理人

才培养方案提供了落脚点，培养护理学生具

备为生命各阶段护理对象提供服务的知识、

技能与素养。”成立大会上，杭师大护理学院

党总支书记汪胜的发言收获掌声一片，“30

年后，我们和在座同学的父母都将步入老年，

会面临身体上的病痛，亦或精神上的困扰。

如何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如何让临终者善

终、失亲者善别、在世者善生？这是众多安宁

疗护学者、研究者和践行者始终在思考和探

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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