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告
烟台市牟平区东泰·百合苑

2、7号楼各业主：

受烟台市东泰置业有限公司

的委托，我公司对烟台市牟平区

南关大街756号2、7号楼的面积进

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

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完成，现

决定于2020年9月28日至2020年10

月07日在烟台市牟平区南关大街
756号9号楼(物业服务中心)公示栏

进行测绘成果公示。我公司恳望

各位业主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于公示期内认真核对各房产的现

状、位置、边长数据是否相符，核

对无误后请签字确认；若在公示

期内未到现场核实及签字，我公

司将默认该房业主认同本次测绘

数据。对确认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

至我公司。

联系人：王工

联系电话：0535-4260901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

公司牟平区分公司

2020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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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更久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到岗，交
接班后姜蕾就和同事一起查房、换
药、做手术，安排当天的出入院患
者，查看患者的病情变化。有时明
明安排了休班，等到处理完手头大
大小小的事情，就已经到了傍晚。
或是刚值完24小时班回到家里，又
为了协助抢救患者再次赶回医院。

而丈夫赵文雷的阅片工作，
看起来更加单调。每天早上来到
电脑跟前坐定，默默阅片、写报告，

“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说得最多的
话，就是与身旁的同事讨论病例。

“在每个医生的家庭，一年加

了多少班、几个节假日不能团聚，
是记不清、算不出的。”姜蕾坦言，
因为夫妻俩每人每周都要上一两
个夜班，两人能同时在家吃晚餐
的时候并不多。在他们家，全家老
小整齐吃个饭是最重要的仪式，

“没什么是一顿大餐解决不了的”。
“计算一下与同事相处的时

间，可能真的比家人多。”姜蕾说，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上班，赶上
两人都休息的周末，一家人能去
海边或公园玩玩就很满足。

父母全搬到医院附近，围着孩子

的“日程表”转

为了支持姜蕾和赵文雷的工

作，双方老人退休后都搬到了医
院附近，方便随时帮忙接送孩子。
在他们家，有一张孩子们的课外
学习日程表，一家人的安排全都
围绕这张表格转。

两个孩子除了按时上学，业
余时间的学习班和兴趣班也排得
满满当当。为了不给老人增加过
多负担，姜蕾和赵文雷但凡有时
间都会亲自接送。

“父母给我们无条件的理解
和支持，我们其实挺愧疚的。”姜
蕾说，双方父母都有医护人员，对
他们的工作性质和工作强度都能
理解。父母退休后全搬到医院附
近，全力支持他们。他俩平时工作

繁忙，希望能在其他方面尽量多
搭把手，给老人减轻点负担。

写信给他一个惊喜

不是在上班，就是在陪孩子，
姜蕾坦言结婚十一年，和丈夫赵
文雷两个人也并不在意“浪漫时
刻”，逢年过节最大的仪式感就是
一起买菜，给家人做几个拿手菜。

“这次他出发前，我俩单独吃
了顿火锅。”姜蕾告诉记者,难得
的独处时光里闲聊一番，已经让
她很开心。

这次援藏，赵文雷和同事的
主要任务是聂拉木县医院二级医
院评审攻坚，以及樟木口岸疫情

防控工作。与此同时，他们要发挥
专业优势加强对当地人才的“传
帮带”，争取为聂拉木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高水平医疗队伍。

多年来，夫妻两人形成了默
契，两人会趁孩子睡着后一起网
购，边聊天边挑东西，压力也会消
解不少。

“我们从来没给对方写过
信。”姜蕾说，细想两人已经很久
没有“二人世界”的空间，今年的
中秋节又不能一起过。借着这次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烟台融媒中
心发起的“你送祝福·我送团圆”
大型公益活动，她要好好写封信，
给援藏的丈夫一个惊喜。

烟台毓璜顶医院援藏医生家属姜蕾：

即便在家，两人也很难吃上团圆饭

医疗援藏的“幕后英雄”孙尚武:

“看病就找汉族曼巴(医生)”
本报烟台9月28日讯(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崔方
荣) 自2020年8月16启程，跨越
4700多公里到达日喀则市聂拉木
县至今。这将是孙尚武第一个在
高原度过的中秋节。

“聂拉木的位置偏远、交通不
便，信息化发展比较落后。时常停
电，这些都对信息化工作的实施造
成了不小困难。但每当听到藏族同
胞说出那声谢谢时，我们就感觉有
使不完的劲。”孙尚武这样说。

作为今年第二批的援藏人
员，孙尚武主要负责医疗信息化
工作。“作为烟台毓璜顶医院对口
聂拉木县人民医院第一位非医护
专业的援藏人员，接下来的日子

里不仅仅要把医疗技术提高，还
要将医院管理、运营等全面拉
升。”孙尚武坚定地说。

通过信息化建设不仅开展了
远程医疗，还定期开展了远程培
训。以往基层医疗机构遇到疑难
病症，病人要携带很多检查检验
结果到转诊医院，以后这些都通
过远程医疗中心数据信息共享，
两端的医生直接查看检查检验结
果，同时讨论确定治疗方案。不仅
降低看病的成本，还进一步缓解
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烟藏两
地的医生与医生、医生与患者可
以在网上面对面交流，进行病历
讨论或病情问询，弥补当地医院
医生数量和能力的不足，大大提

高医院的医疗水平。
“看病就找汉族曼巴(医生)”

是在当地非常流行的一句话，也
是孙尚武最常听见的一句话。“这
是对烟台毓璜顶医院自1975年以
来对聂拉木县医疗事业所做的肯
定。我虽然不是一线的医务人员，
但也为此感到自豪。”

9月16日清晨，伴着门窗的吱
嘎声孙尚武从梦中惊醒，尼泊尔
发生4 . 9级地震，波及到了医疗队
所在的宿舍楼。“那天是我最难忘
的一天，震后我去散了个步，有种
劫后余生的畅快。”孙尚武爽朗地
说道。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虽然烟台第9批援藏干

部对医疗队队员在工作生活中都
无微不至地照顾，但每天晚饭后
孙尚武都会与援藏干部和医疗队
队员聊聊家里的事，在信号好的
时候就会跟父母视频通话。

在这个秋天，援藏干部和医
疗队队员们将一起包顿饺子来庆
祝这个最“高”的中秋节。“以前过

中秋晚上都会和父母一起吃饭，
现在最想念的就是烟台的海鲜。”
孙尚武笑着说。谈及想要对父母
说的话，孙尚武一改轻松的语气，
变得认真起来。他说：“进藏已经
一个多月了，请他们保重好身体
等我回来，我一定会圆满完成组
织交给的任务。”

烟台山医院重症监护室张学刚：

病房里的中秋节，盒饭聚餐也是奢望
本报烟台9月28日讯(记者 孙

淑玉 通讯员 栾秀玲 潘晶)
疫情当前，他是义无反顾“逆行”的
山东首批援鄂医疗队成员之一；工
作中，他是尽心护理重症病人的贴
心人。他已经连续多年的中秋佳节
没能和父母一起过，更鲜有人知道
整天护理病人的他，在父母患病时
也因工作繁忙没法守孝床前。“既然
选择了，那就得坚持。”在烟台山医
院重症监护室副护士长张学刚看
来，这只是医护人员该有的坚守。

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时，作
为有着多年重症护理经验的张学
刚想都没想就报名驰援武汉。大年
初一，阖家团圆之际，他收拾好行
囊跟随山东首批援鄂医疗队奔赴
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这一走
就是70多天。

工作12年，能在中秋回家陪父
母吃个团圆饭的机会屈指可数，多
数时间张学刚都守在重症监护室

内，陪伴重症病人过节。
每年中秋节烟台山医院重症

监护室都会延长家属的探视时间，
并给条件允许的病人提前备好月
饼。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群贴心的医
护人员是怎么度过这个阖家欢聚
的时刻的。

因为重症病人身边随时不能
离人，重症监护室的护士们只能轮
流吃饭，对张学刚和同事们而言，
在岗的每个节假日，他们连盒饭聚
餐这样的“仪式感”都无法完成。轮
流快速吃完饭然后回到各自的岗
位坚守，每一个中秋节对他们而言
和普通工作日并无二样。

“有时遇上情况危急的病人，
熬几个通宵都是常事。”张学刚说。
许多人认为，儿女是医护人员看病
会有天然的“优势”，但对张学刚而
言，父母生病时他常常是缺席的那
个。“有时是工作忙抽不开身，有时
是父母瞒着不说。”让张学刚最难

受的是，去年母亲突然生病，几近
昏迷之际还再三叮嘱家人不要告
诉儿子，怕影响他上班。

“很少跟父母交流，也极少说
感谢的话。”虽然工作中雷厉风行，
但在父母面前，张学刚却羞于表
达，每周和爸妈打电话也多是汇报
工作和女儿的情况。

可这些父母并不在意，每次得

知他要回家时，母亲都会提前炸好
丸子等着儿子一家回来，这个小时
候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些
年一直是父母在付出，都没好好尽
孝。张学刚说，这些年最愧对的就
是父母，希望借着这次写家书的机
会给父母一个“惊喜”，也给自己一
个机会，对爸妈说说这些年埋藏于
内心的“真心话”。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孙淑玉
通讯员 李成修 崔方荣 摄影 李凌峰

结婚11年来，烟台毓璜顶医院烧伤整形
科医生姜蕾根本记不起节日时和家人吃过几
次团圆饭。今年8月16日，丈夫赵文雷作为烟
台毓璜顶医院2020年第二批援藏医疗队及聂
拉木县医院二级医院评审攻坚小组成员奔赴
雪域高原。今年中秋，姜蕾又不能和丈夫吃团
圆饭了，而她却早已习惯这种状态。

烧伤整形科医生姜蕾(左一)正在查房。 赵文雷正在为患者拍片。

张学刚是山东首批援鄂医疗队成员之一。

工作中的孙尚武。

中秋临近，又到团圆时。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能与家人吃一顿团圆饭的时刻比节日还稀少。
近日，记者走近一年365天均忙碌在医疗工作一线的医护群体。他们中有的夫妻双方均是医生，整日各自忙碌在岗位上；有

的远赴雪域高原从事医疗援藏工作；有的虽是护理专家却在父母患病时也无法在床前尽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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