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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基层医生的经历，让阮医
生对家庭医生有着更多的理解。

阮医生家住余姚城区，在大隐
卫生院工作时，有 1 个小时的车
程。每天早上7点不到出发，晚上
回到家已经灯火通明。这样的起
早摸黑，她坚持了7年多。这也让
她对辖区居民外出就医的不便更
有感触。

当时有几位老病友患有冠心
病、糖尿病等，长年要用参麦注射
液，每一两个月就要打一次。卫生
院没有这种药，患者每次要到余姚
城区的大医院去配。患者多是老
人，子女经常不在身边，出去一趟

费时费力。从那时候开始，阮医生
就利用每周五要去余姚城区医院
坐诊的机会，帮他们配好药带回
来，省去了他们来回奔波。

一年前，阮医生离开大隐，调
到现在的梨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她仍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帮一位老人定时配好药，托人带回
大隐去。

正是这份真诚，阮医生赢得了
患者的认可，也获得了很多荣誉，
但她始终没忘记自己的准则：常常
去关注，偶尔去帮助，待人真诚、用
心服务、尽心尽力，做老百姓的健
康守门人。 记者 程鑫 文/摄

暖心服务的背后，是隔离点工
作人员和医护人员无怨无悔的奉
献。来自江北区甬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郑瑟韵，大年初一就
进了隔离点，连日奋战，有一天不
小心踩到台阶，脚崴了，但依然忍
痛坚持到最后；江北区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中心的郑皆红医生，大
年初一晚上进入隔离点，一到那里
她就跟每个房间的隔离人员加了
微信，了解他们的需求，其间发现
有4名隔离人员过生日，就一一为
他们送上生日蛋糕。

有的隔离酒店使用的是中央

空调，根据疫情要求不能开，为解
决隔离人员的取暖问题，江北区
相关领导协调酒店准备了电热
毯、取暖器、热水袋等保暖设备；
对突发疾病的隔离人员，他们协
调提供微信诊疗、远程询诊、药品
外买与使用指导、症状跟踪等贴
心服务；缓解为小朋友在隔离酒
店里的无聊和沉闷感，同时不耽
误学习，工作人员除了送上积木
等玩具，还为他们打印习题册，做
到隔离不隔心。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周永卫 俞洁 林波 文/摄

她关注患者的身体，也关注他们的心理和家庭

这位家庭医生更像居民的家人

余姚梨洲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阮黎群
医生，自 1991 年毕业后
就扎根基层。30多年的
基层医生经历，使她不仅同辖区居民有了深厚的感情，而且对家庭医生也
有了更多的理解。在她看来，家庭医生关注的不仅是患者的身体，也要关
注他们的心理和家庭。秉承这个理念，阮医生不仅是签约居民的家庭医
生，更像是他们的家人，不但管医事，也管家事。

一年前，阮医生从余姚大隐卫生院调到现在的梨洲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以前很多签约居民碰到问题依然找她，她也有求必应。

帮一位老病人找了一份工作

在阮医生看来，家庭医生关
注的不仅仅是患者的身体，更要
关心他们的心理和家庭，甚至他
们的家庭成员，只有三者和谐才
能身心健康。

陈师傅是阮医生在大隐卫生
院时的签约病人。50多岁的年纪，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多种
慢性病多年，医生的话也不大听得
进去。2016年1月成为她的签约
患者后，阮医生总是时不时打电
话，询问他近期的服药和血压、血
糖情况，监督他坚持运动……

时间长了，陈师傅变得“听话”
多了。2018年下半年，阮医生发现
他最近没来配药，都过去3个多月
了，就打电话询问。陈师傅说，医
药费用完了，没地方报销……

搁下电话，阮医生觉得很不是
滋味。她了解到，陈师傅是外地来
的务工人员，到大隐打工15年，近
些年病痛多，靠骑三轮车拉客挣点
钱。如果停止服药，糖尿病和高血
压引起的并发症随时可能发生，更
会加重他的生活压力。她把这个情
况向卫生院章波院长作了反映，章
院长非常重视。经过协调，陈师傅
所在的村委给他安排了一份月工资
3000元的保洁工作。有了稳定的
收入，又保证了运动量，陈师傅的体
重从80公斤减到后来的72公斤，血
压、血糖也控制得理想多了。

直到现在，陈师傅还常常念叨
阮医生的好：多亏了她的帮助，生
活有了着落，扫地不吃力，还有助
于减肥。

每周帮病人从城区配药带回来

“有什么困难和需求尽管和我们说”
杭州来甬隔离人员陆续返杭，隔离点的温暖瞬间让他们难忘

随着集中隔离期满，这几天，杭州来甬隔离人员陆续返杭。
隔离期间正值春节，让隔离人员颇多遗憾，但隔离点里的

那些温暖瞬间，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以忘怀。

“你好！考虑到您的孩子还很
小，我们已经给你们安排了一个房
间。房间在一楼，如果有什么需要
尽管提……”一对父母带着一个1
岁半的小孩正在办理入住隔离点
的手续，听着温暖的话语，原本焦
急的脸上现出笑意，孩子母亲马女
士连连致谢。

在阖家团聚的大年初一，根据
杭州疫情发展的形势，江北区一处
隔离点再次启用，江北区总工会职
工服务中心副主任景小军前往该
隔离点担任点长，协调统筹隔离点
大小事务，配合医务人员和其他同
事开展工作。

凌晨时分，隔离点迎来了第一
批“客人”：杭州滨江区密接隔离人
员共69名，这批人中有3名3岁以
下婴幼儿。

从拿到隔离人员名单的那刻
起，景小军和同事就开始忙碌起
来。“不满3岁，这么小的孩子肯
定没法独自住一间房，大过年的
不能让人家糟心，赶紧请示。”在
隔离人员入住前，景小军他们就
安排好了一楼的大床房，方便父
母和孩子同住，并开通24小时医
生一对一服务专线，时刻关注婴

儿健康状况。
在办理入住时，他们发现有位

60岁的老人不识字，也听不懂普
通话，甚至不会使用酒店的设施设
备。安抚好老人的情绪后，景小军
了解到和这位老人一起来隔离点
的，还有她的一位邻居。在征求了
邻居和老人的意见后，他迅速打电
话向上级部门汇报，申请两人同
住。几分钟后，老人满意地入住房
间，并连声道谢。

“有什么困难和需求尽管和我
们说！”这是景小军和同事们每天
都会说的话。

“你们的孩子小，尿不湿和奶
粉带够没？有需要和我们说，我们
来想办法！”考虑到隔离人员可能
没有充足的时间准备物资，特别是
婴幼儿家庭孩子的尿不湿和奶粉
等物品，景小军和同事们一个个打
电话询问孩子吃的是啥奶粉、用的
是啥品牌尿不湿和尺码等信息，并
先后为他们采购。

他们就是这样用人性化的“私
人定制”式服务，温暖着这群春节
离家的人。景小军说，就是希望他
们在这里能够安全、舒心地度过隔
离的日子。

隔离点的“私人定制”

隔离点工作人员给孩子送上的礼物。

暖心服务的背后是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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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医生阮医生（（左左））对每个患者都耐心细致对每个患者都耐心细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