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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 是 个 特 殊

的 领 域， 有 时 候 并

不是付出金钱就能

得 到 想 要 的 结 果。

医 疗 不 是 服 务， 而

是 照 护， 需 要 用 一

颗 真 心 去 面 对 患

者。 由 于 医 疗 知 识

不 对 等 的 特 性， 在

前 行 的 路 上， 医 生

也有孤军作战的时

刻，也会感到孤独。 

     面对这种时刻，

支撑医生继续走下

去 的 动 力 是 什 么？

越 来 越 高 的 职 称，

越 来 越 大 的 成 就，

越 来 越 好 的 生 活，

家 人 幸 福 健 康 ……

这些固然是重要的

理 由 之 一，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获 得 患 者

的 支 持 与 鼓 励。 

感 谢 你 们， 这 个 世

界 因 为 有 你 们， 而

变得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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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岁的小多杰有双

明亮的眼睛，他的

眼神像西藏圣湖

羊 卓 雍 措 的 湖

水一样清澈。

美 中 不 足 的

是， 小 多 杰

的 上

嘴 唇

有 一 部

分 残 缺，

致使他至今都

不会说话，只能

发 出“ 啊、 额”

等一些单音节。

救治唇腭裂患儿
西藏阿里地区，平均海

拔 4500 米以上，以高原美景

闻名于世，也以荒无人烟令

人熟知。远处的神山“冈仁

波齐”静静矗立在那里。方

圆数十里只有一户人家，白

色的墙壁在阳光下格

外耀眼，典型的藏式建筑，

这就是小多杰的家。

看到小多杰的那一刻，

我知道来对了！我是中组部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计

划实施六年来的第一位整形

医生。此行是为农牧民唇腭

裂患者开展免费救治工作。

由于高原海拔导致的缺

氧以及孕期饮食习惯和产检

不足等原因，唇腭裂一直是

西藏地区颌面外科多发病。

在内地，孩子在一两岁时便

可通过手术解决面部难题，

但在医疗条件不发达的西藏

地 区，5 岁、30 岁、50 多 岁

因各种原因没机会通过手术

救治的患者依然大有人在。

尤其是部分远在牧区的藏族

牧民，生存条件恶劣，动辄

数百里的路程，也让很多人

选择了放弃。

    
手术很成功

2021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1 日，开展免费救治工作期间，

我们征集到 36 名患者，仅 19

名符合手术要求。小多杰是

其中幸运的一个，但是他的

病情较为复杂，不仅双侧唇

裂，还有腭裂。口腔与鼻腔

相通，这样导致他说话困难，

至今都不会叫爸爸妈妈。“西

藏的第一次手术成功修复了

他的唇裂，后续还要继续修

复孩子的腭裂。”在 4500 米

海拔的地方做手术对所有医

生都是一种挑战，在缺氧的

情况下还要戴着口罩，但一

想到孩子能因此摆脱自卑的

阴影，我就浑身充满了力气，

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小多杰的父亲是位非常

腼腆的藏族同胞，当看到孩

子修复后的样子时，他饱经

风霜的脸上露出了淳朴的笑

容。一个劲地对我说：“安

吉拉，扎西德勒”。在藏语

里，“安吉拉”意为医生，

“拉”是表示尊称的敬语。

听到这个称呼，我的心里犹

如一道暖流流过，感受到了

他们打心底里对医生的感谢

与尊重。

2022年1月6日

像母亲
我救治过年纪最小的宫

颈癌患者只有 16 岁，当时看

到病理结果时，我不敢相信，

更不敢想象这么小的年纪要

如何承受宫颈癌的噩耗，对

于她来讲，人生才刚刚开始。

作为主管医师我稍作镇定后，

想了很多办法，对于青少年

患者，我们不能按照成年人

的标准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必须充分考虑她的未来。

小姑娘家在农村，从小

父母疏于管理，再加上自己

太年轻不懂事，过早进入社

会后有了性经历。得知她的

处境后，我更多的是同情和

着急。那段时间，我就像她

母亲一样，有空就找她谈心，

疏导她。有时候是温柔语气，

看她听不进去时，我生气时

也会带着严厉的态度告诫她。

在经过积极的治疗后，我亲

自送她出院了。

得病之后，疾病也让她

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审视自

己的人生。后来她也结婚生

子，过上了属于自己真正幸福

的小日子。

像女儿
前段时间，有一位七年

前诊断外阴癌

的老人突然给我打来了电话。

说实话，接到电话的那刻，

我整个人愣了很久才回过神

来。我记得这位老人患有免

疫缺陷疾病，术后会导致伤

口愈合差，出现严重感染等

问题。再加上外阴癌手术后

切口很难愈合，她跑了多家

医院，找了很多医生，都说

没办法治疗。癌症的痛苦，

让她每天都备受煎熬，后来

她辗转找到了我，说明情况

后，她和我说：“许主任，

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您

是我最后的希望了。”详细

检查后，经过反复斟酌，我

决定接收她。

出院时，她亲自到我的

办公室和我告别，她握着我

的手，嘱咐我工作别太累，

我告诉她记得按时复查。前

两年，她还经常给我打电话

咨询问题，再后来渐渐地频

率越来越少，直到我去国

外学习后彻底断了联

系，我想她或许已

经离开。

最 近， 我

在出门诊时意

外 接 到 了 她

的电话，

当听到

她 声

音 的

那 一 刻， 我

既 兴 奋 又 惊

讶。 时 隔 这 么

多年，她却依然

惦念着我，我很欣

慰。电话中她告诉我，

这么多年一直想来看看我，

但又怕打扰我工作，纠结了很

久才敢给我打了电话。她总是

更多的叮嘱我注意身体，这样

的医患关系像极了母女之间的

感情，使我久久不愿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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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像我这样的
医生很多，整形外科医生大
多在做一些美容方面的手
术，一部分能遇到一些需要
修整畸形的患者。当一位因
面部畸形的患者在你手中重
生，重拾自信时，那种感觉
是无与伦比的。

在医患关系越来越紧
张的当下，西藏给我带来了
不一样的感受。援藏这段经
历对我来说，除了响应国家
号召，同时也是对心灵的一
次洗涤。这段经历让我觉得，
人这一生不能仅仅去为了更
高的成就而奋斗，还应多去
到更多需要医生的地方走一
走，帮助更多的人。在忙着
生活的同时，用医疗技术与
爱抚慰更多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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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就像是一个小社
会，医生负责治疗患者身体
疾病，患者反过来也治愈着
我们内心的遗憾，我常常因
为患者的一条短信和一句谢
谢而倍感欣慰。我认为生活
里一切都是值得的，一切都
是最好的安排。

医生每天都会遇到很
多人，但是就有那么几个
人让我觉得很特别，不知
不觉就把自己扎进她们的
人生中，扮演了除医生以
外的“角色”。喜悦、痛苦、
惋惜，渐渐地我学会了掩
饰自己，然后内心强大到
从外表看起来有点“高冷”，
我知道这是给自己建造的

“壳”，在之后的行医路上，
更加客观冷静的给患者制
定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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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右一）与患儿交流

王克明援藏期间留影

许天敏教授与患者合影

许天敏教授与
文中患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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