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兖州区人民医院优秀青年医师让青春在新时代“赶考”路上闪光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褚思雨 易雪 通讯员 张德君 董体

钟南山院士说过：“学医可能是你偶然的选择，但你一旦选择了，就必须用一生的忠诚和热情对待它。”在济宁市兖州州区人民医院，有这样一
批优秀医师，他们始终用一颗至善至美的仁心去服务患者，用一颗慎终如始的恒心去钻研业务。医路漫漫，时光荏苒，，恰逢8月19日中国医师节，
让我们走进这群青年医生，感受他们温暖向上的力量。

“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党员，
患者的生命安全重于一切，每当有需
要，我肯定第一个上！”年仅34岁的孙
鹏飞，是兖州区人民医院比较年轻的
科主任。与他交谈，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感受到了一份成熟与稳重。孙
鹏飞笑着说，这大约是在急诊科磨砺
10年后的一项“特质”。在一次次与死
神的“拉锯战”中，他也变得越来越镇
定。

“急诊科的工作虽然平凡、辛苦、
紧张，但是非常重要。”多年的急诊救
治经历让孙鹏飞意识到，一名合格的
急诊科医生需要的不仅是广博的知
识面和快速的反应力，更要有敏锐的
应变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才能救
生命于瞬间。在他看来，面对一些患
者或家属焦灼的情绪时，还更加需要
耐心细致的沟通，而这也是急诊一线

工作的特殊之处。
当每一次抢救床轮子接触地面

的急促声在急诊大厅响起，都意味着
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即将开启。“身为
医者，我们不仅要治疗患者躯体上的
疾病，还要学会抚慰受伤的心灵。”对
身处这一场场“战斗”中心的孙鹏飞
来说，每一次和同事协力从“死神”手
里把患者的生命抢救回来，他都觉得
无比幸福，充实有意义。

说到重症监护室，不少人都望而生
畏，这既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也是患
者活下来的最后希望。每个工作日王涛
都会早早来到医院，准备交接班和查
房，而一班的工作时间往往是28小时，
即使遇到休息日，他也是随时待命，因
为一个电话响起可能就涉及一个人的
生死。

重症监护室的患者虽然病症各不
相同，但又有着共同点：病情严重。“患
者的病情是随时变化的，因此要求我们
对患者的判断要精确到分秒。”王涛说，
在这个病房，每天随时都可能出现紧急
情况，医生要快速反应，紧急施救。“在
治疗患者的同时，更要安抚家属那颗焦
急的心。家属的恐惧往往来源于不知道
重症监护室内发生了什么，将进入这里
的概念等同于生命即将终结。”

为了让家属宽心，王涛微信上留有不

少患者家属的联系方式，每天都会和他们
说一说患者的情况。在他看来，家属和医
生是共同作战的战友，家属充分的信任更
能让医生放开手脚和“死神”搏斗。

“辛劳和忙碌是这个行业的代名
词，职业让我收获很多爱岗奉献的价值
和幸福。对每一个患者不抛弃、不放弃，
看着他们病情改善、开始新的人生，这
种成就感是无以言表的。”王涛坦言，15
年的从医之路，让他更加懂得在死神面
前奋力一搏的意义。

“医者仁心 情似亲人”“医术精
湛传四方 医德高尚暖人心”“德艺
双馨 医术精湛”……在兖州区人民
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办公室，悬挂
在墙上的一面面锦旗是一道独特的
风景。而冯洪亮的办公室里更是如
此，这些锦旗的背后，是一个个暖心
的医患故事，传递着患者与家属对他
的感激之情。

近日，52岁的张先生因常常心绞痛
入院检查，却表示自己不想住院。“患者
心电图显示严重供血不足，如果不及
时就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结合多年
的临床诊疗经验，冯洪亮敏锐地意识
到，患者可能有比较严重的冠状动脉
堵塞。再三劝说无效下，冯洪亮与患者
家属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后，两人一起
把张先生“哄”去了病房。

“去住院楼的途中就突发心脏骤
停了，幸好在医院抢救及时，才保住了
这一条命！”张先生说，冯洪亮对他们家

的恩情难以回报，所以就专门定做了
一面锦旗来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从事心血管内科工作15余年，冯
洪亮潜心研究，不敢停下脚步，在冠
状动脉造影、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冠
状动脉支架植入术等心脏介入手术
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医生是技
术活，但首先是良心活儿，不能辜负
患者及家属那沉甸甸的信任和希
望。”冯洪亮说。

“医学界有句话叫‘三分靠手术、七

分靠康复’。对心脏疾病来说，康复非常

重要。”这是王林娜从事心脏康复工作7
年来最深的体会。

走进兖州区人民医院心脏康复中

心，俨然进入了一家大型“健身房”，但

这些设备不光有健身功能，它们还可以

监测患者的生物数据。

“心脏康复过程中，我们会进行专

业医学评估，为患者制定精准的运动处

方，包含运动的频率、强度、类型和时

间，从而帮助患者恢复器官功能，提高

生活质量。”王林娜介绍，心脏康复不只

是科学运动，它涵盖发病前的预防和发

病后的康复，即主要通过药物、运动、营

养、精神心理及行为干预(包括睡眠管

理)等进行综合治疗，最大限度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当穿上隔离衣那一刻起便是肩负

了一种使命与责任，守护群众健康，不

仅是一科一室、一病一患的院内治疗，

更应扩大到院前预防和院后康复的全

过程。”王林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付

出行动的。7年来，她带领团队深入社

区，用心开展心脏血管康复和早期预防

的健康宣教，从源头上遏制疾病发生，

竭尽全力担起服务百姓健康的使命。

“作为一名内分泌科医生，不仅
要帮患者解除病痛，更要做好代谢性
疾病标准化管理，帮助患者树立健康
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做到标本兼
治。”在今年年初该院国家标准化代
谢性疾病管理中心(MMC)投入运行
时，姜海霞就定下了这个目标。

在她看来，MMC中心不单纯是
新技术、新方法，更是一种理念的改
变。“现在代谢性疾病的治疗，必须严
格按照统一诊疗标准、统一检查方
法、统一治疗的新思维模式。”以前此
类疾病治疗主要凭经验，为改变这一
现状，姜海霞带领同事利用下班时
间，进行大量的学习，改变诊疗理念，
重塑诊疗流程。

“要做一名好医生，首先要坚持
以患者为中心，这是我发自内心的祈

愿，更是贯穿行医工作的指南。帮助
患者解决健康问题，他们才会更信任
我们。”没有豪言壮语，唯有日复一日
的付出。代谢性疾病的治疗和管理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坚持持久的正
确预防和科学治疗。为此，姜海霞和
同事们经常举行糖尿病患者健康教
育讲座，积极宣讲糖尿病相关防治知
识。她相信，将会有更多人享受到科
学管理代谢性疾病的好处。

身穿20多斤重的铅衣，平均每次手
术站立1 . 5-2个小时，在铅辐射下分秒
必争，与死神抢夺生命……这是齐登斌
做介入手术时的工作写照。“虽然铅衣很
重，但比铅衣更重的是生命托付的重
量。”

眼睛炯炯有神，走路铿锵有力，比起
一般医生，齐登斌拥有更好的身体底子，
但从医多年，长期站在手术台前救死扶
伤，腰、颈已有了职业病，辐射的伤害也
让他时常出现头晕、恶心的症状。“治病
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困难再大，风险再
高，也不能成为推脱责任的理由。”工作
中，齐登斌手握纤细的导管导丝，用它们
做武器击退“病魔”，只希望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更多生命延续。

“现代医学不停地发展，神经内科也
要与时俱进，所以说医生要不停地学习，

更重要的是要把新的理念和技术融入到
临床工作中，让患者更好的获益。”
2019年，齐登斌外出进修缺血性脑血管
病的神经介入治疗，回院后积极发展神
经血管介入诊疗技术，目前可独立完成
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椎动脉支架置入术、
锁骨下动脉支架置入术、基底动脉支架
置入术、大脑中动脉支架置入术等，走在
了济宁市脑血管病神经介入治疗的前
列，而他也在继续努力前行。

足够敏锐，才能救生命于瞬间 竭力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冯洪亮

当医生是技术活，但首先是良心活 技术引领，守护心“活力”

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姜海霞

全程管理，帮患者重塑健康生活 不断前行守护脑血管的“铅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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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内科主任
主治医师 孙鹏飞

重症医学科一病区副主任
主治医师 王涛

康复医学科副主任
主治医师 王林娜

神经内科二病区
副主任医师 齐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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