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终关怀
走进
村民家里

在农村，人们一般都忌讳谈论死

亡。也正因此，安宁疗护工作要想在

乡村开展会更难一些。作为安宁疗

护浙江省级试点，从2018年8月起，

象山县就开始布局安宁疗护服务。

在象山，如今不但有设在乡镇卫生院

的安宁疗护病房，医护人员还把姑息

治疗和临终关怀延伸到村民家里。

“人生终点的守护”系列报道

高塘乡卫生院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开
展安宁疗护服务。 通讯员 励辉 摄

陪好老人最后一程

今视点
A042023年4月4日 星期二 广告 责编/胡晓新 钱元平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0
12)*34(5678/09:;/<

!"#$%&'()*+,-./0(*
123456"#789:&';<=>?@/
0&'AB:CDEF?@GHIHHJKLHM
NOPQRSTUV?WS
!"#$%"#789:&';<=>?@/

0&'AB:CDEF?@
&'()*%IIMIXXYX
&'(!")+%IIIMIZKKIHMHZII
,-./%9:[\&']̂ _&']̀ a&'b
&c&']defg&'bhijk&']l?

@mnopqr&'(*pqOPsCtuv
wxyz{s|}CtS
!"01%/0~!"E#$%&'#(HM)*

&'AB:CDEM)IM+M]M)IM+H]
M)IM+K,

23)+%KM-MII
456%./0
789:%I-)X+ZMZ1H1ZY
;(!<%"#$%&'()*+,-./0(*1
&'(=;>?%HIHHJIKLHXN

象山县西周镇辖区内有65岁以上的
老年人8000多人。在西周镇中心卫生
院，有一个已经建成5年的安宁疗护中
心，这个中心由安宁疗护团队和安宁疗护
病房组成，病房设在卫生院住院部的一
角。

记者到访的时候，安宁疗护病房正好
空着，和普通病房相比，这里除了是单间，
还配备了沙发、冰箱等设施。

“我们这里的老年人大多希望最后的
时间能多待在家里，即使有些老人临终前
被送到这里来，在最后的日子也会想回
家。”西周镇中心卫生院安宁疗护中心护
士长胡文娟介绍，病房成立的第一年，很
多乡亲不知道什么叫安宁疗护，病房只收
治了两三位患者。

乡镇的医疗水平不如城市，有些病人
按照现有医学手段已经无法治愈，但其子
女仍然想着继续去大城市的医院，找更好
的医生或专家治疗。这些传统观念，也阻
碍了人们对安宁疗护服务的认知。

“有一位癌症晚期的患者，县里的医
院坦言治疗价值不大，当时我们也建议他
留在我们安宁疗护中心。但家人不甘心，
还是连夜把老人送去了市里的医院。最
后市里的医生也认为老人的治疗价值不
大，家属无奈只能把老人又送回西周，没
想到老人当晚就去世了。”胡文娟说，此
后，这位老人的家属一直在后悔和自责
中，总觉得如果当时选择不再上转，不但
能让老人在临终前少一些奔波，也可以有
更多的时间陪伴老人，倾听他的想法和愿
望。

如今，随着安宁疗护观念的深入，每
年都有家属主动把上级医院判定治疗价
值不大的患者送到西周镇的安宁疗护病
房，尽最后的一份心力。

有位80多岁的老人，因为身患晚期
肿瘤已经骨瘦如柴，上级医院认为治疗价
值不大，建议其家属回家照护。家人不想
任由老人“油灯枯尽”，把他送到西周镇中
心卫生院的安宁疗护中心住院治疗。“老
人在这里住了半个月，临终前一天坚持要
回家，后来我们把监护仪和氧气瓶让老人
的家属带回去，第二天老人就安详离去。”
胡文娟说，如今安宁疗护病房已经累计收
治了20多位临终患者。

这里已服务了
几十位临终患者1

位于象山最南端的高塘岛乡处于交
通末端，海岛居民外出求医多有不便。从
2019年11月开始，高塘岛乡卫生院开设
了一个安宁疗护病房，如今先后有十几位
患者选择在这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有了安宁疗护病房，一些临终病人
有了去处，家人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安慰。”
高塘岛乡卫生院院长林辉强介绍，岛上的
老人大多听不懂普通话，医院在安宁疗护
病房配备的都是能说本地方言的医护人
员，就是为了更好地和患者沟通。

岛上的老人年纪大了往往不愿意出
岛医治，都希望在家里离世。岛上有了安
宁疗护病房后，临终老人的照护有了更专
业的支持。

“有一位99岁的老人，本身没有什么
严重的疾病，就是年纪大了导致的器官衰
竭。两年来在我们的安宁疗护病房先后
住院两次，都好转出院，今年3月刚刚去
世。”林辉强说，有了专业的安宁疗护团
队，真正实现了对岛上居民的生命全周期
守护。

在乡村，更多的老人在临终的日子还
是会选择待在家里。为此，象山县还把安
宁疗护服务送到老人家里。

“我们为符合条件的临终老人设立了
家庭安宁疗护病床，有团队定期上门服
务。而针对一些住在养老机构的老人，则
通过和养老院签约合作设立‘安宁小
屋’。”西周镇卫生院院长娄卫平介绍，团
队上门提供的安宁疗护服务项目包括病
情评估、镇痛、护理等，还会指导老人家属
如何为老人提供更好的照护，如今已经累
计为近百位老人提供了服务。

临终患者除了必要的医疗支持，最需
要的还是心灵的慰藉。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由于乡镇医院普遍缺乏心理医生，一
些志愿者也很难深入到偏远的乡镇服务，
心理治疗也因此成了乡镇安宁疗护服务
亟待提高的短板。 记者 孙美星 文/摄

2 满足老人
在家中离去的愿望

西周镇中心卫生院的安宁疗护病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