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怒放的生命
定格在 岁3434
市妇儿医院医生
汪健红猝然离世
近百名患者自发
赶几十公里山路为他送行

深秋的横街镇大雷村，山色五彩斑斓，但是这家乡的美
景，汪健红再也无法看到。

11月4日清晨6时不到，大雷村的空气里早已弥漫着悲
伤，当天是汪健红出殡的日子。

他生前共事过的领导、同事们赶来了；几载寒窗的同学们
从杭州、上海、湖北、广州等地赶来了；他生前一直记挂着的患
者们赶来了……成百上千名微信门诊群里甚至素未谋面的网
友也纷纷留言。在真实的大雷村和虚拟的网络中，那么多人
一起缅怀这位令人尊敬的好医生，相互回忆与他的温暖故事。

“11月2日那天，汪医生刚下飞机，就在群里问我女儿的
高烧情况，还叮嘱要喝葛根汤，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他就辞世
了。”顾女士成为最后一位得到汪健红答复病情诊疗的患者，
回忆至此，她难掩悲伤。

“旅游回来，下飞机后，他的微信里一下子跳出2500多条
未读信息。哪怕就是等着拿行李的几分钟时间里，他都不忘
给患者回复……”妻子邓永丽说。这次出国旅游，是汪健红难
得陪家人外出度长假，谁能想到这成了他和家人最后的旅
行。11月2日凌晨，从上海机场回宁波的汽车上，大家旅途劳
顿都在路上睡着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汪健红却还在不停地
点着手机……“下车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汪健红，这个从小在乡村医生母亲影响下立志从医的农
村孩子，16年前带着梦想走出山村，就读湖北中医药大学，
之后考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临床硕士研
究生，师从湖北名医陆付耳，大学期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
产党。毕业后，汪健红在海曙区集士港中心卫生院参加工
作，去年3月被市妇儿医院人才引进，任中医全科医生。

同在市妇儿医院做中医妇科医生的邓永丽眼中，汪健红
的履历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是，上进心极强的汪健红，在
履历的每一个脚印上都倾注了心血。

微信朋友圈里有2603位患者联系人，每位都有互动，大
家咨询的病情总能得到详细回复；24小时开机接诊，晚上11
时还在家中给患者看病，凌晨5时就有电话打来预约……邓
永丽说，丈夫热爱这个职业，病人的疑难杂症会让他好几天吃
不好饭、睡不好觉。哪怕是带着女儿出去游玩，汪健红还一刻
不停地拿着手机和患者互动，好像家人并未与他同行。每当
这个时候，邓永丽都会很难受，但是，当一次次从患者、同事乃
至导师口中听到对丈夫的称赞，她的内心又有满满的自豪。

丈夫去世后，11月2日凌晨2时24分，邓永丽强忍悲痛
在丈夫的朋友圈发出最后一条消息——“汪医生因病去世，
所有医疗活动取消。”泪水滴洒在手机屏幕上。她的想法很
简单：“白天一上班他就要坐诊，休了一周假，肯定有很多病
人来，希望大家别白跑。”这包含标点符号在内的17个字，成
为一位妻子对丈夫事业最无私的支持。

“这些年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治好更多的病人。”汪健
红的母亲汪爱妃也是医生，她说汪健红从大学时代就对中医
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不管是和我、和永丽，还是和他的
同事闲聊，没多久他就会把话题扯到工作上，转到对病人的
病情探讨上。”

前段时间，汪健红给母亲买了新手机，发来的第一条信
息就是两张婴儿手掌出疹子的照片，询问是不是手足口病的
症状。没几天，汪健红就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如何预防儿
童手足口病的文章，推送到公众号上。

24小时开机接诊，
晚上11时还在家中给患者看病

这几天，宁
波市妇儿医院中
医诊疗中心102
诊室的大门紧闭
着，往日排队就
诊的繁忙景象被
门外一位位患者
的唏嘘所取代。
11月 2日凌晨，
诊室里那个年轻
医生和他温暖的
笑脸，永远定格
在 34 岁的生命
线上。

“汪医生因
病去世，所有医
疗活动取消。”这
是市妇儿医院中
西医结合科医生
汪健红的朋友圈
里发出的最后一
条消息，时间是
11月2日凌晨2
点多。患者们刚
开始是怀疑，继
而是震惊，到最
后都是深深的惋
惜。

11月4日清
晨，近百名家住
市区的患者自发
赶几十公里山
路，去汪医生的
家乡——海曙区
横街镇的大山
中，为他送行。

汪健红，一
名普普通通的中
医，一个喝山泉
水长大的农家孩
子，一个数千名
患者在朋友圈中
无数次转发悼念
微信的“海曙好
人”。

生命的最后几小时，
还在微信上询问患者情况

中医一般是越老越吃香，而汪健红虽然年轻，却收获了
不少患者的信任。在集士港卫生院的时候，他的中医门诊是
最忙的，往往到中午12点还在给患者看病。

中药苦，孩子们怕喝，汪健红自费为就诊的小孩子在配
药时准备一包甜菊叶。网友“Lansy”说：“第一次带儿子看
病，汪医生特意给了我一包甜菊叶，说加在中药里面，孩子喝
起来就不会太苦，家长喂药可以省心很多！”这个细节，让

“Lansy”非常感动，此后一家人都成了汪医生的铁杆粉丝。
医生的名气靠的是患者的口碑。就是这样一件件微不

足道却暖心的小事，使得找汪健红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也
让汪健红有机会接触各类疑难杂症，业务水平突飞猛进。

“当时他在集士港工作，可慕名而来的甚至还有杭州和上
海的患者。”在海曙区集士港中心卫生院工作的老同事、老同
学苏柯江眼里，汪健红对中医的痴迷已经有些“疯狂”，两人在
饭桌上还能就学术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有一回实在让我下不
了台，我就说以后吃饭再谈工作，你约不到人。现在想想，估
计永远没有人会半夜打我电话谈工作了，多么想再和这个好
兄弟争一次、辩一次，输赢再也没有关系。”

“我不把医生这个职业当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把它当
事业在拼搏。我多学点、做点，患者就可以少受些苦。”这是
汪健红生前和一位患者的对话。

付出和回报，总是对等的。从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擅
用“经方”辨治内科、妇儿科疑难杂病，主持开展“四缝穴”挑
刺治疗小儿疳积症技术、“穴位贴”促进儿童增高技术、“三棱
针放血疗法”治疗小儿高热技术的“名医”，汪健红仅仅用了
7年多一点的时间。他真的“红”了起来，可是他一直都控制
着挂号的人数，并坚持开一些最常见的中药减轻患者的经济
压力。“中医诊疗时间长，汪医生说接诊太多，答复就详细不
了，对不住那些大老远跑来排队的人们。”市妇儿医院院办主
任章晓军说起这个来院才一年多的新同事，满是深情。

孩子怕药苦，
他自费为患儿配一包甜菊叶

为了服务更多的群众，汪健红建起多个微信群，积极推广
普及中医治疗养生知识；每次回到老家，他没和母亲寒暄几句，
就跑到早已预约好的左邻右舍家中望闻问切；周末有空的时
候，他会马不停蹄地走进社区、乡村，为群众传授养生保健知
识；今年夏天，他还自费2万元为大雷村添置了两台空调……

“汪医生对病人的牵挂真心没得说。”网名“水到渠成”的
患者说，今年9月底，她儿子高烧不退，汪医生配了3副药就
退烧了。特别是服药期间，她每天早上都会收到汪医生询问
病情的微信，“这样的医生让我感动、敬佩！”

网名“安琪”的患者悲痛地回忆，去年12月，她儿子在从
美国回来的飞机上突发高烧，“一下飞机我就向汪医生微信
求助，到达宁波已经晚上9时多，药店都关门了，为了不耽误
治疗，汪医生让我上他家取药，分文不收。”

横街镇党委负责人说：“作为家乡人，我们为汪医生骄
傲。他爱岗敬业的精神，服务群众的热情，值得我们学习。”

海曙区卫生计生局负责人说：“择一事、忠一心。汪健红
是全区青年中医师的典范，是全区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楷模。”

市妇儿医院负责人说：“我们要组织全体医护人员学习
汪健红刻苦钻研医术、关心关爱患者、注重健康知识传播的
精神，激励广大医务工作者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海曙区委宣传部负责人说：“我们要邀请、组织各级媒体
深入采访，挖掘汪健红医生医者仁心的先进事迹，弘扬道德
模范的正能量。”

斯人已去犹忆影，医者仁心魂依旧。汪医生，一路走好！

真情在温暖回忆中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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