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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在江西省肿
瘤医院旁的小巷子里， 万
佐成和熊庚香夫妇支起了
一个油条摊， 每天早出晚
归卖油条。 有一次， 他们
接待了几位特殊的客人 ，
一对夫妻牵着自己十岁的
孩子走到他们的摊位前 ，
小心翼翼地问能不能借他
们的厨房炒个菜。 原来他
们的孩子生了重病， 而孩
子此刻就想吃一口妈妈做
的饭， 这对夫妇很想要满
足孩子的愿望。

听了这个孩子的故事，
万佐成夫妇二话没说就答
应了。 那一天， 孩子心满
意足地吃到了妈妈亲手做
的饭。 后来， 很多癌症患
者的家属闻讯而来， 也想
借这里的煤灶炒菜。

一开始 ， 万佐成夫妇
分文不收， 免费给他们提
供炊具和调料， 但他们每
天要用掉一百个蜂窝煤和
20 多元的水 ， 开销很大 。
后来患者家属过意不去 ，
坚持要给他们钱， 两口子
就象征性地每个菜收 5 角，
即使这么多年物价飞涨 ，
他们也只涨到了 1 块钱 。
患者家属都非常感谢他们，
而他们却觉得这只是举手
之劳而已。

治疗癌症已经花去太
多的钱， 而在这里自己买菜
做一顿饭， 能够省下很多
钱， 这个厨房恰好解了患者
家属的燃眉之急， 于是这里
被他们亲切地称为 “一元抗
癌厨房”。 做一件善事不难，
怀有一颗善心不难， 难的是
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做善事。
在和肿瘤医院只有一墙之
隔的小巷子里， 万佐成夫妇
只收一块钱的善事， 整整做
了 17 年。

现在 ， 万佐成夫妇已
经 60 多岁了， 油条摊的收
入对他们来说仅够维持生
活， 还要为癌症家属提供
厨房。 有人说： “你们傻
不傻， 到底图什么呢？” 万
佐成夫妇却说： “有的病
治不好 ， 但让患者吃好 ，
家属的遗憾就会少一些。”
去年， 已经干不动的万佐
成夫妇关闭了自己的油条
摊， 但是抗癌厨房还在继
续开放。 他们仍会每天坚
持凌晨 4 点起床， 给来做
早餐的家属点上煤灶。

原本吵闹喧嚷 、 每个
人都恨不得快点走过的小
巷， 却因为一个几平米的
厨房， 变得柔和温暖起来。

作者： 桌子先生
来源： 读者

������有人说， 如果医学被注入人文情怀， 医
学就成了有温度的科学。 我们的医学毕业生
都曾经选修过人文医学课程， 但到了临床工
作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人文医学方
面的事情， 造成人文医学的教与学、 学与做
的脱节。 既然人文医学如此重要， 又不容易
学习和模仿， 那么， 我们怎样才能练就高素
质的人文素养， 以使我们的人文医学能够学
以致用呢？ 笔者结合 40 年的临床实践， 总结
如下：

第一， 培养自己良好的职业习惯， 是提
升人文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日积月累， 习惯
成自然， 就能够把发挥人文医学精神的规范
细节转换为责任习惯， 练就从事医学职业的
责任心。 一举一动就会流露人文情怀， 在无
形中传递给患者及其家属。

第二， 把患者当成自己的亲人还不够， 还
需要将患者的病情作为自己所患的疾病来感
受。 身临其境地为 “自己” 的疾病权衡利弊，
出谋划策， 郑重地替 “自己” 做出临床诊治决
策， 这是人文精神体现的最高境界。

第三， 不断修炼内在品质。 要不断地自
学， 从传统的、 经典的、 有益的中外书籍中，
吸取人文精神的营养和要素； 把高尚的、 优秀
的、 有用的人文思想， 潜移默化地转化成自己
的职业操守内涵。 以兢兢业业的事业心， 做好
自己的每一项医疗工作。 培养慈悲为怀、 普惠
众生的崇高人文意识。 在反复循环地学习、 熏
陶、 思考中， 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作者： 侯光明 （江
苏省无锡市锡山人
民医院）
来源：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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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 ， 是饱含担当和悲
悯、 深情和纯真的存在。 如果
抽去医学的人文性， 就抛弃了
医学的本质。 每一位医者和即
将成为医者的医学生们， 必须
修炼自己具有高尚、 丰富的人
文情怀。 医者人文心最基本要
求是要具备 “五心”。

仁爱心 孔子说： “人而
不仁， 如礼何？” 一个人没有
仁德， 他怎么能实行礼呢？ 人
性向善是 “仁” 的基本点。 医
德 ， 实际就是医者的为人之
道。 社会需要的正是我们医者
的本性向善和来自于内心的仁
义道德。 这是人文医者最基本
的道德修养。

同理心 同理心是站在对
方的角度和位置上， 理解与响
应他人体验的一项综合能力。
作为医者， 如果都能站在患者
和家属的角度， 为对方充分考
虑， 多多沟通， 治疗过程中尽
职尽责， 绝大部分患者和家属
都会理解和认可医生所付出的
努力。

包容心 老子说： “上善
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处
众人之所恶， 故几于道。” 在
工作当中，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
心态放得像水一样， 去包容万
物。 当我们用非常包容的心态
去面对患者的时候， 患者也会
被我们的博爱所感化。

赞美心 面对身心遭受折
磨的患者， 医者的肯定和赞美
会给他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
气， 拉近医患之间的关系。 要
掌握好三种赞美之道： 一是要
实事求是， 赞美要落到实处，
不能有虚伪之嫌。 二是要恰如
其分， 赞美要恰到好处， 正所
谓凡事皆有度， 过犹不及。 三
是要内容具体， 夸人要夸到点
上， 善于从细节发现别人的优
点， 才能夸得深入人心。

感恩心 在一些医院里 ，
我们看到医生查完患者或护士
给患者换完药， 和患者告别的
时候会说： “谢谢你在这么多
医生中选了我 ， 我不会辜负
你。” “谢谢你的配合！ 我们
的操作很顺利。” 正是因为有
这些患者接受医者的服务， 才
让每一个医者得以不断成长。
所以， 我们要怀着感激的心情
面对每一位患者， 因为每一段
经历都是一笔财富。

作者： 和新颖
来源： 中国医学人文

������周旭辉现任湖南省脑科医院精
神科学术大科主任， 她不仅业务能
力强， 对待患者更是无微不至， 犹
如亲人。 她说话轻声细语， 笑容可
掬， 让身受疾病折磨的患者感觉如
沐春风， 被誉为患者心中的 “爱心
大使”。

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慢性酒精中
毒性脑病患者， 由于躯体疾病复杂
严重， 且精神症状明显， 辗转多家
大医院就医无效后， 最后抱着一线
希望来到了湖南省脑科医院。 入院
前患者家属硬要塞给接诊的周旭辉
一个红包。 为了让患者家属宽心治
疗， 周旭辉收下了这个满载期待的
红包， 然后用红包帮患者交了住院
费。 待患者痊愈出院时， 患者家属
才知道此事， 感动不已， 对着周旭
辉直竖大拇指。

由于疾病的特殊性 ， 精神病
患者需要长时间药物治疗， 为了
方便患者及家属， 周旭辉将自己
的电话号码都留给他们 。 因此 ，

她的私人电话也成了一条 24 小时
疾病咨询热线， 一条架在患者与
医生之间的生命通道。 有一位有
10 余年病史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
因为服药不规律经常病情复发 ，
平均每年要住院 2~3 次 ， 成为了
医院的常客。 周旭辉接诊后 ， 为
其制定了系统规范的治疗方案 ，
并在其出院前将电话号码留给了
患者家属， 随时指导用药并预约
就诊。 在她和患者家属的共同努
力下， 该患者病情一直平稳 ， 已
经有近 9 年没有再复发住院。

2012 年开始， 35 岁的周旭辉
被任命为该院酒瘾网瘾治疗中心主
任， 成为全院最年轻的科主任。

酒精相关障碍的治疗是一个非
常年轻的学科， 在国内没有现成的
诊疗规范。 周旭辉组织科内医护人
员加强学习， 将国外的先进经验引
入日常临床工作中， 指导诊疗工
作。 科室收治的酒精相关障碍患者
以每年 30%的比例增长 ， 治愈率

超过 95%。
2013 年， 该院成立躯体疾病

精神科， 挂靠到周旭辉所在的病
室。 这也是全国首家成立躯体疾病
精神科的病房， 收治各种躯体疾病
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疾病伴有严重
躯体疾病的患者。

考虑到网络成瘾青少年治疗的
不方便， 周旭辉在国内率先利用寒
暑假期间开展网络成瘾综合治疗
班， 借助丰富多彩、 生动活泼的课
程设计， 帮助青少年网络成瘾者正
确认识网络， 成功脱瘾。 为了更好
地服务患者， 她还开通了科室网
站、 公众微信号以及 QQ 患者群。
2017 年 5 月开始， 成立了 “湖南
省脑科医院酒瘾微课堂” ,每周一
到周五利用微信平台给酒瘾患者公
益讲课， 普及疾病知识， 讲授预防
复发技巧以及情绪管理等心理学方
法， 至今已讲授了七百多次微课，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精神疾病患者心中的“爱心大使”
———记精神科专家周旭辉教授

医者
要具备“五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文医学，
如何才能学以致用？

“一元钱”抗癌厨房：
肿瘤医院旁边的人间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