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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老病死是每个人绕不开的宿命。如果说生要如夏花之灿烂，死也该如秋叶之静美。当死
亡来临的时候，怎样才能有尊严地谢幕？

安宁疗护病房就是这样一个守护人生终点的地方。随着社会各界对临终关怀工作的重视，
近年来宁波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医疗机构越来越多。宁波的安宁疗护服务发展现状如何？
到底能给老人带来什么？在生命的尽头，他们最需要的又是怎样的服务？带着这些问题，记者
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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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康医院的安宁疗护
病房，每一位老人离开前，还
会有临终关怀社工的陪伴，他
们的任务就是和老人聊天，尽
可能帮助老人实现自己的愿
望。

在社工郑柯珍的手机里，
一直存着一张照片，空旷的病
房走廊，几位家属和医护人员
推着一位老人离开，那是他给
上月去世的一位70多岁老爷
爷送别时留下的照片。

“这位老人是一位癌症晚
期广泛转移的患者，刚刚到我
们病房的时候，老人情况还
好，因为拒绝治疗，能用拐杖
挥舞着抗议，把一位医生的工
作服都弄破了。”郑柯珍说，老
人入院后，她每隔一两天都会
到病床前和老人聊天，刚开始
老人总是爱理不理。后来看
到社工来的次数多了，也是真
的想帮自己，老人开始向郑柯
珍吐露心声。老人说起自己
最爱小孙子，很想把孙子送给
自己的一块电子表带在身边，
郑柯珍很快帮他实现了这个

愿望，此后老人有什么话都和
社工说。

随着癌细胞扩散，老人的
状况每况愈下。一次，老人和
郑柯珍说起自己想吃东西，可
当时老人的营养只能靠静脉
输入，根本无法进食。郑柯珍
询问医生后，想到用果汁湿润
口腔，于是和家属联系买来车
厘子、火龙果等水果榨成汁，
用棉签涂抹在老人的口腔，老
人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老人的最后几天，郑柯
珍看到他情绪低落，就为他准
备了一份小惊喜：他们从老人
家属那里要来老人一生中重
要节点的照片制作成小视频，
在病床前的电视机上播放。

“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没
想到一直躺在床上的老人突
然慢慢坐了起来，和家人一起
回忆开心的过往，那一刻我们
也由衷地为他高兴。”郑柯珍
说，作为社工到底还能为临终
老人做些什么，他们也一直在
思考，在探索。

记者 孙美星 文/摄

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躺在床上的老人慢慢坐了起来……

安宁疗护
让生命有尊严地谢幕

“你重要，因为你
是你，即使在生命的最
后一刻，你依然重要。”
在宁波市民康医院安
宁疗护病区的外墙上，
醒目地写着这样一段
话，这是临终关怀倡导
者西西里·桑德斯的名
言。两年多来，这个病
区先后送走了20多位
患者。有位已经离开
的百岁老人在临终前
叮嘱儿女，如果将来老
伴不行了，也把她送到
这里来。

临终关怀又称为安宁疗护，宁
波市民康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叫

“生命树”，推开病区大门，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100多平方米的半圆形活
动大厅，这里是老人活动的地方。

记者到访的时候是个大晴天，
透过大厅四周180度环绕的玻璃窗，
能看到窗外的沃野里油菜花正黄、梨
花正白、桃花正艳，盎然的春意随着温
暖的阳光扑面而来。如果不是墙角停
放着一排高低不一、款式各样的轮椅，
很难想象这里是一个死亡频繁光顾的
地方。成立两年多来，这个病区陆续
送走了20多位老人。

“这里是老人们最爱来的地
方，下午的时候阳光会洒满整个区
域，我们喜欢叫这里金色大厅。”病区
主任王珊珊说，病区主要收治生存期
预计在3-6个月的疾病终末期患者，
这个大厅留下了不少老人的故事，比
如窗边有个空白的画板，就是为一位
已去世的爱画老人布置的。

能经常走到活动大厅里沐浴
阳光的老人其实不多，更多的老人
在临终的一段时间里只能与床为
伴。两年多前，宁波市民康医院安
宁疗护服务刚开展的时候只有2张
病床，为了和普通病房区分，护士
们会在安宁疗护病房门口画上一

棵卡通的大树。到后来，画着卡通
树的病房越来越多，整个病区都就
成了安宁疗护病区，有20张床位，
还经常满床。

温暖的橙色是安宁病房的整
体色调，病房里配备有淋浴室，喷
头下有一张可以移动的床，能让老
人躺着洗澡，干干净净地告别。病
房的尽头有两间告别室，当老人的
生命将走到尽头之时，会被转到这
里，让老人和家人有独处的空间。
为了满足不少老人在家里离开的愿
望，告别室里有小盆栽、带着花边的
茶几、沙发，一切都是为了让这里有

“家”的模样。
告别室里有个小音箱，护士长

金丹露告诉记者，如果老人没有特别
的要求，他们会给临终老人播放海浪
和鸟儿的声音，让老人走得更安详。
他们也会根据老人的喜好播放他们
喜欢的音乐，有一位老爷爷最爱听老
歌，选择在老歌声中告别这个世界；
还有一位老人选择听着老伴和孙女
一起唱的歌走完最后一程。

在传统习俗中，很多老人希望能
在家里去世。但一位在告别室走完
最后一程的百岁老人在清醒时就叮
嘱儿女，如果将来老伴不行了，也要
把她送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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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珊珊有着十几年老年
医学科工作经历，但对于安宁
疗护工作，她说自己也是在不
断学习中。“来这里工作后，我
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
怎样才是对临终老人最好的
帮助？”

王珊珊清楚地记得她还
没到安宁疗护病房之前经历的
一件事。一位平素身体健康的
八旬老人因为脑出血突然倒
下，陷入昏迷。当时医生告知
家属，如果插管抢救，老人可能
有一线生机。但家人怕让老人
吃苦头，迟迟下不了决心。最
后，身为医务人员的女儿拍板：
插管抢救！医生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把老人救了过来。清醒后
的老人要来纸笔，歪歪扭扭写
下三个字给女儿：我恨你！几
天后，老人撒手离去，而那几
个字成了女儿心里永远的痛，
多年后一想起就难以自抑。

“我们的工作，不但是要
减少患者临终的痛苦，还要给
患者乃至家属心灵的抚慰。”
王珊珊说，在安宁疗护病房没
有太多抢救性的治疗，治疗的
目的主要是减轻患者的病
痛。但因为送到病房的时候，
患者本人和家属对治疗、对死

亡的认识总是不统一、不同步
的，需要医生在医患之间、患
者和家属之间反复做很多沟
通工作。

一位癌症多处转移、已经
没有更好治疗手段的七旬老
人被送进安宁疗护病房，刚开
始老人觉得心灰意冷，自己没
希望了，不想治疗，家人却想
要积极治疗，双方意见不一。
王珊珊说服家属，医学也有无
能为力的时候，在这个阶段让
老人尽可能少一些痛苦也许
是最好的选择。一段时间后，
老人的家属逐渐接受了老人
即将离去的现实，每次来探视
时也不再愁眉不展，而是尽量
让老人开心。可老人自己因为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无法进食，
开始害怕和焦虑，强烈要求积
极治疗，心情变得越来越差。
此时，王珊珊和同事们的任务
又转变成安抚老人，帮助老人
多想念开心的事情，抚平内心
的不安情绪。

“从中国人的传统来说，常
常是喜欢谈论生，忌讳谈论死。”
王珊珊说，实际上死亡教育的
缺失，会使得人们在面临家人
或是自己死亡的时候心理无法
接受，给彼此带来更多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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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区活动大厅的一角，是老人们最喜爱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