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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援疆路，一生援疆情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李倩

抢救急病老人成为“座上客”
18日上午，秋阳高照。济医附

院急诊科病房里，师猛正仔细地询
问患者的病情况，他的脸上始终带
着笑意。

师猛是济宁市第二批对口援
疆的医务人员。6月18日，他与另外
8名医务人员奔赴新疆英吉沙县，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援疆生活。

初到新疆，那里的美丽与广袤
吸引了这些医务人员。但是，当地
沙尘逐渐吹散了他们的新鲜感。

抵达英吉沙的第二天，他们一
行人便展开工作。师猛还时常回忆
起在抢救当地一位老年人的经历。
当时，医院来了一位68岁的老太太，
她突发急性脑梗死。到达医院时，老
人大汗淋漓，已经接近昏迷。如果处
理不好，容易导致恶性心律失常。

师猛带领当地的医生们抢救
了5小时，老人恢复过来。经过两周
的治疗，老人痊愈出院了，老人的6
个孩子非常高兴，并邀请他们到家

里做客。
在她家里做客，师猛等人享受

外地人最高规格的宴请。让他记忆
深刻的是，饭前用铜壶洗手，把水
倒在手上洗三次手，底下用金属盘
接住水，但不能多洗，也不能洗完
手后用手甩水，否则是对主人的不
尊重；吃手抓饭，不能用左手。

随着慢慢地接触，师猛了解了
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当地群众结下
深厚的友谊。

把技术留在当地“开花结果”
和济宁相比，当地的医疗条件

算是艰苦的。如何把先进的医疗技
术留在当地，在当地培养一支医技
精湛的队伍，这是师猛和几位同行
的医务人员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

“当地缺少医务人员，我们对
口支援的英吉沙县人民医院，350
名工作人员中，主治以上的医生不
过10多人，而急诊科只有一个主治
医生，这也就相当于内地乡镇医院
的医疗水平。”师猛说。

有的医生的操作也有不规范
的地方。比如，急症的患者要做心
肺复苏，一般按压30次，要通气2

次。但有些医生在心脏按压时，并
不配合通气，如果患者的气道打不
开，急救的意义就微乎其微，很可
能错过最佳的抢救时间。每当看到
的这些操作不规范的地方，师猛都
会记下来，在休息的时候告诉这些
医生。

师猛说，来到英吉沙县，他就一
个念头，希望尽自己所能为当地患
者尽一份力。这是一次沉沉甸甸的
责任，也是一次难得的人生经历。作
为健康促进的使者，要尽自己所能
为患者去除病痛，将自己所学留在
这里。

他把10多年的医疗经验手把
手地教给当地医务人员。师猛说，
在这方面，来自济宁的援疆医疗队
一点都不吝啬。他们坚持每周3至5
次教学查房，每周针对疑难病例讨
论，开展专科业务讲座。同时，还与
英吉沙县人民医院的医生进行师
徒结对帮扶活动，援疆医疗队每人
带了1至2个徒弟，进行重点带教。
师徒还签订了“协议书”，制定了每
月学习计划和考核目标。

同时，援疆医疗队的医务人员
还办起了专家门诊，为广大患者免
费治病。

“我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
是医生的天职，那里的患者等着
我，那里的医生需要我，这是我
参加援疆的原因。”师猛说。

“在济宁，我只是一名普通
医生。而在那里，我因为被需要，
自我价值得到了实现，我的人生
因为有了援疆经历而精彩。”师
猛说，感谢新疆，感谢三个月的
援疆生活，使他多了一份记忆和
不舍，那是铭记一生的情谊。

师猛说，在新疆英吉沙援疆
的三个月，可能是他人生中感情

色彩最为丰富的一段时光，离
别、忧虑、新鲜、孤单、思念……
各种感觉如五味瓶不断在心中
混扰。

“短暂援疆路，一生援疆情。
在日夜的轮回中，留下了那么多
的音符，就像捡海的娃娃，在趟
过一道道海浪后，发现身后有着
一个个闪亮的贝壳，当我把它穿
成一串，才知道，这可能是我珍
爱一生的财富。”师猛说，到了新
疆，才知道济宁的工作环境有多
么地有优越。

援疆感悟>>

这是我一生的财富

“我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那里的患者等着我，那里的医生
需要我。”谈起参加援疆的原因，济医附院急诊科主治医师师猛这样说。半个月
前，师猛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援疆生活，返回医院的工作岗位。师猛说，在新疆
英吉沙县的三个月，可谓是他人生中感情色彩最为丰富的一段时光，离别、忧
虑、新鲜、孤单、思念……各种感觉，如五味瓶那样不断地在心中翻滚。

师猛在当地医院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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