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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8日讯(记者 邵芳 通讯员 田维) 8月，又
到了胜北社区景安物业公司百花党员服务社“亲情蔬菜
园”丰收的季节。按照惯例，老党员拿着新鲜的蔬菜一一拜
访了辖区内孤寡、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4年来，百花党员
服务社的老党员精心耕耘菜园、用收获回馈社会，在辖区
内传递起温暖人心的亲情文化，推动了小区的和谐发展。

2011年，景安物业公司对辖区内老小区进行了重新规
划，可如何布置物业公司院内一块杂草丛生的2亩地成为大
家争论的焦点。跟老党员打交道多年的百花党员服务社的
负责人与景安物业公司的领导班子商量出一个不错的点
子：辖区内老党员都有一颗奉献社会的爱心，而且他们在
来油田之前大都有种地经历，那么为何不把这2亩地规划为
菜园，让老党员各展所长，为小区贡献一份力量呢？经商
议，这个点子也得到了老党员的一致欢迎。

在菜园管理者征集之初，众多老党员就踊跃报名，百
花党员服务社挑选了其中身体健康、乐于奉献的28名老党
员作为“亲情蔬菜园”的管理者。在菜园建设之初，大家就
确定了奉献社会、传播亲情文化的宗旨。面对杂草丛生，老
党员开始勤恳开荒；面对盐碱地产量少，老党员就从外一
车车运来土壤更改土质；为了促进植物生长，老党员开始
交流摸索种地经验。如今，菜园从2亩扩展到5亩，菜园外围
建起了坚固的栅栏，菜园内还铺设了排水沟，老党员根据
植物生长规律，按照时令播种当季蔬菜，蔬菜园开始有制
度、有规模地发展起来。

老党员孙良田是“亲情蔬菜园”的管理者之一，因为管
理协调能力强被大伙选为园长。园长将28人分为了6组，每
组选出一个经验丰富的党员任组长，一组一星期轮流担任
起菜园的管理工作。每周二是议会时间，大家在大会上总
结上周进程、提出治理意见、提议下周工作重点。“只有建
立科学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高质高产，只有每一个人都
严谨对待，我们才不愁收获。这些年来，菜园不仅满足了我
们老同志对种地的渴望，促进了身体健康，还可以为小区
和社会尽一份力量，何乐而不为呢。”老党员孙良田说。

在菜园丰收的同时，百花党员服务社也带领着老党员
在辖区内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义务活动。每逢暑假，他们会
邀请辖区的孩子前来采摘，并组织孩子带上蔬菜一起看望
孤寡老人。每逢冬至，他们就邀请孤寡、高龄老人一同来到
党员服务社，摘来种植的白菜和大葱，一起剁馅、包饺子、吃
饺子，像一家人一样谈天说地。每到开学季，他们还在市场上
义卖玉米等蔬菜，将义卖所得统统交给灾区。每逢重阳节，他
们还拿着蔬菜看望公司内其他党员服务社的老人。

4年来，老党员累计种植蔬菜3000多公斤，收获一年比
一年丰盛。而比丰收更让人喜悦的是，“亲情蔬菜园”犹如
一座桥梁，架起了党员与群众的沟通之路，传递着亲人般
暖暖的关怀，构建着更加和谐融洽的小区文化，打造出一
张让人称赞的“亲情名片”。

责任心让他对工作精益求精
9月1日上午，胜利医院外科医生通过手术从患者体内取出标本后立即将其送到

耿振宏手中。经过取材、包埋、染色等过程，耿振宏迅速将标本制成可在显微镜下观
察的切片。从制作切片到定性肿瘤情况、发出报告，所有步骤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
能否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最准确的结果，考验着病理科的每一名医生综合水平，也
决定着病患某一器官的切除或保留。

周一，是胜利医院手术最多的一天，病理科的工作也显得较为繁忙。他们需要集
中处理手术中取出的病变组织切片进行检测，从拿到标本到出报告的30分钟内，耿
振宏和同事们的心就是悬着的。准确无误、万无一失是他们发送报告的要求，一旦有
一丝疑虑他们就必须要求外科医生停止手术，为患者做进一步鉴定分析。

“快速准确诊断是病理科医生的价值体现，一次准确的诊断不仅关乎患者的健
康，还关乎患者某一器官的存亡，所以我们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更要有身为医者的
责任心。”耿振宏说。

据耿振宏介绍，在医学界病理科医生又被形象地比喻为“医生的医生”。随着现
代医学的发展，疾病的诊断，特别是肿瘤的诊断，越来越依赖病理学科的发展，因此
诊断结果对手术方案的确定起着决定性作用。“病理科医生更像外科医生的另一只
手，我们要确保报告准确率达到100%，才能和外科医生更好的为患者提供优质的医
疗服务。”耿振宏说

为了做好病理科的工作，20年来，耿振宏一直在不懈努力。20多年前，他主动申
请离开检验科来到了病理科，虽然都是从事诊断方面的工作，但病理科却与检验科
截然不同。病理科关系着人身体的各个器官，而其病变的多样性导致了病理科的复
杂性。“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各个器官中的细胞都按照一定规律排列，但在发生病变
时这种规律就被打乱了。为了准确判断病情，需要掌握各器官细胞排列的正常顺序，
因此当好病理医生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耿振宏说。

不断学习丰富理论文化水平
回忆起刚到病理科时的场景，耿振宏印象很深。他说，刚接触病理科就如同“丈

二的和尚摸不到头脑”，每天陪伴他的只有一台显微镜、数百个切片，夜晚则是一盏
孤灯和多本厚厚的资料。在最初的5年里，他几乎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每晚当他
听到楼下批发蔬菜的电动三轮呼啸而过，才意识到夜已深。后来他到北京、天津、济
南等各地进行学习和培训，在实践中积累提升判断能力，至今他发出的报告数量在
东营市各大医院病理师发出的报告总量中占很大比例，且准确率一直保持100%左
右。“这个过程对病理医生来说是十分艰辛的，经此磨练才能实现凤凰涅伶 。”耿振宏
说。

“选择当医生就选择了一个学无止境、不断突破的职业。病理科的复杂性、新病
变的不断涌现就注定了要常更新知识储备。”耿振宏说，从肿瘤判断的过程就能看出
病理学是门复杂的学科，病变自身的千变万化和难以琢磨，决定了会诊在病理科是
一个普遍的现象。在遇到疑难杂症时，怀揣一份责任和谨慎的耿振宏会拿着切片向
拥有丰富诊断经验的前辈李新功请教，“病理科遇见疑难杂症的情况较为常见，所以
学习与交流至关重要，当经验与经验汇聚，思想与思想碰撞，正确的结论才能在摩擦
中揭开。”

如今经验丰富的耿振宏仍十分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他总是积极参加全省乃
至全国的读片会。读片会上，他能观察其他医院疑难杂症的切片，在不断交流中开阔
自己的诊断思路。“最近想去北京、上海等城市学习，大城市有更加难以琢磨的切片
和更新的病例，希望有新的收获。”多年来，耿振宏抱着谦虚的态度寻求着自我突破。

和其他医生不同，在从医的25年里，耿振宏没有太多与病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但
他明白冷冷的切片和材料背后是有血有肉的个体，他们的健康关乎一个家庭的幸
福，所以每做一个决定，他都十分谨慎、负责。“医生最重要的就是一颗责任心，要牢
牢坚守这份责任。”耿振宏说。

如今，耿振宏每天仍面临着大量的工作，每天面对的是刺鼻的福尔马林气味，一
坐就是几个小时的镜检……繁重的工作量、艰苦的工作环境和枯燥的工作步骤，没
有改变他对医生工作的坚守和热爱，“持之以恒、严谨审慎、诊断准确”也会陪伴他精
益求精地出具好每一份报告。

与门诊部门
喧嚣的工作环境
不同，一台显微
镜、用患者病变
组 织 制 作 的 切
片、各项相关资
料就构成了病理
科医生的基本工
作环境。

在已经积累
了25年丰富实践
经验的胜利医院
病理科主任耿振
宏看来，病理科
的工作就是要根
据患者器官的切
片来判断肿瘤属
良性还是恶性，
以此给予外科手
术 医 生 进 行 指
导，“别看只是一
个小小的切片，
这关乎着每一位
患者的生命，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
全力以赴对每一
个结果负责。”

胜利医院病理科主任耿振宏：

“医术要精湛，更要有医者仁心”
文/片 本报记者 邵芳

老党员种植蔬菜传递爱心

百花党员服务社“亲情蔬菜园”营造亲情文化

耿振宏正用显微镜观察病变组织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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