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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医生，我来了，最近我嘴巴管
得很牢哦！”

83岁的杨大伯是明楼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励艳艳管理
了十多年的老病人，彼此间十分熟
悉。各项检查结果显示，杨大伯的指
标都很正常，这让励艳艳很欣慰。背
后的苦口婆心，只有她自己最清楚。

杨大伯是东北人，一直保持着北
方的饮食习惯，食量也大。每次见到
励艳艳，他就会热情地从兜里掏出一
把糖分享。虽然坚持每天游泳，但不
健康的饮食习惯拖了他的后腿，杨大
伯先后被诊断为糖尿病、高血压、冠
心病。

前几年就诊时，励艳艳总是一遍
遍地劝杨大伯要调整饮食习惯，但这
种方式对于老人行不通，还导致他多
次不按时复诊，使得指标反反复复。
见这种沟通方式行不通，励艳艳调整
了话术。

每次一见面，励艳艳先表扬。“杨
叔叔，今天看起来精神很不错，每天
都在坚持游泳吧？”一说到自己爱好
的运动，杨大伯就来了劲，自豪地说
起自己的最高纪录。

“是的，这个锻炼的习惯非常好，
很少有人像您这么能坚持下来。如
果再稍微控制一下饮食，那是锦上添
花了！”励艳艳趁热打铁。

从那之后，杨大伯的复诊都非常
准时。在坚持锻炼和控制饮食的双
重作用下，他的指标趋于稳定，这样
的结果是他本人和励艳艳最期待的。

杨大伯是励艳艳团队管理的
800多位签约病人的其中一位，和杨
大伯的多年来往只是她总结的众多
经验之一。“老百姓喜欢认准一个医
生，但是要建立彼此的信任不容易，
这个过程就需要医生特别用心。”励
艳艳说。

慢性病管理需要连贯性，为了建
立与病人的联系，励艳艳往往会主动
提出加微信。现在，她手机里有300
多个医患群，病人有疑问她往往第一
时间给予回复。从医20年，她是一
位名副其实的五星级家庭医生，

“将心比心，我以后年纪大了，希
望遇到怎么样的家庭医生？自己有了
答案之后，就按照这个需要努力成为
那样的医生。”励艳艳说。她的每一天
都是充实、有意义的，今后还会一如既
往地在家门口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王巧飞 文/摄

吴嘉涵一家可谓真正的医学
世家：爷爷是浙江大学医学院教
授，直到去世之前还在三尺讲台上
耕耘；妈妈是宁波颇有名气的小儿
白血病专家，曾荣获“中国医师
奖”；父亲虽不是临床医生，工作却
也跟医学相关，在我市一家三甲医
院病案室工作到退休。

身处这样的环境，吴嘉涵自小
听得最多的，就是医院里那些事：
哪个专家又救活了一个病人，哪个
专家接诊了一个疑难病例……儿

时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早出晚归，
常常好几天都见不到一面，家里的
事情几乎都落在了上班时间相对
固定的父亲肩上。

父母虽然管得不多，吴嘉涵学
习却很自觉。初中高中都就读于
效实中学，还是学校竞赛小组的成
员，经常外出代表学校参加数理化
比赛。高中毕业时，父母对他并没
有明确要求，但因为从小耳濡目
染，吴嘉涵坚定地报考了医学院，
并顺利进入复旦大学医学院7年制

本硕连读。
2009年，吴嘉涵毕业后进入宁

波市妇儿医院妇产科工作，当时妇
产科男医生还不多，他感到了肩上
沉甸甸的责任。

这些年，吴嘉涵坚守临床一
线，业务能力不断提升，40岁已成
为该院中青年医师中的佼佼者，
2015年开始参与宁波大学临床医
学的留学生教学，这不仅需要扎实
的理论功底和临床经验，还要有很
强的英语能力。

■中国医师节·医者仁心的传承

2023年 8月 19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勇担健康使
命，铸就时代新功”。值此节日来临之际，我们推出特别报道，带您感受医
者家庭的良好家风底蕴，见证他们抱诚守真、再立新功的医者仁心。

开栏语

儿子要接过
母亲援藏的接力棒

宁波的这个医学世家
把救死扶伤的使命融入血液

下午 5:20，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的吴嘉
涵副主任医师接诊完当天最后一位患者，又急匆匆
地来到住院部的产科病房，查看当天的手术患者。

这个时候，他的母亲——儿科主任医师李白恩
还在诊室忙碌着。今年 68 岁的李白恩退休后被医
院返聘，至今还坚持一个星期 5 天门诊。

退休在家的父亲吴文林已经做好了晚饭，挨个
儿打电话，询问他们啥时候能够回家。

吴嘉涵的妻子秦未霞是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的助产士，当天值夜班。这意味着，一家人晚上又
凑不齐了……

而对于一家子都从医的他们来说，这是常态。

他已是中青年医师中的佼佼者

母亲一直是吴嘉涵的榜样。
这些年，业务精进的他一直有个愿
望：那就是到母亲曾经奋斗过的地
方去看看——1992 年，李白恩响
应组织号召，主动援藏整整两年。
吴嘉涵那时刚上小学一年级，对母
亲的思念都在书信里。当时家里
没电话，书信来回也得一两个月，
两年后母亲援藏回来，他都差点认
不出来了。

那里条件之艰苦，他是后来才
听说的，而母亲的事迹，也是他后来
从《人民卫生报》《浙江日报》等媒体
报道中找到的：在海拔4900多米的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木林县，母
亲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下，不顾个人
安危，竭尽全力为藏族同胞解除病
痛，把一个又一个患者从生死线上
抢救回来；还常常把自己的口粮节
约下来，分给病重的年幼患者……

母亲的医者仁心，深深影响
着吴嘉涵。从医多年，他也总是
尽己所能，为每位患者提供方
便。今年初，得知医院前一批援
藏医生即将期满归来，又将派出
新一批援藏医生，吴嘉涵毫不犹
豫地报名了。他说，想去母亲当
年援助过的地方看看，那是一种
锻炼，也是一份传承。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马蝶翼

他想去母亲当年援助过的地方看看

即便这样，吴嘉涵觉得跟家中
长辈相比，自己还有很大的差距。

他的母亲李白恩从上世纪80
年代初就开始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被医院派到上
海进修小儿血液疾病。她十分珍
惜这个机会，做了近万字的读书笔
记，掌握了小儿血液系统疾病的相
关知识，并把各种诊疗常规及新技
术新疗法带了回来。

学成归来半年后，在医院领导

的关心及老专家的大力支持下，李
白恩组建了市妇儿医院血液科，让
很多宁波的血液病患儿在家门口
就能得到诊治。

鉴于当时贫血在儿科比较常
见，但病因难寻，她带领团队成功立
项市级科技项目《缺铁性贫血合并
感染儿童铁剂治疗前后血清可溶性
转铁蛋白受体及转铁蛋白的变化》，
经过两年临床攻关，顺利结题，并获
得省级医药卫生科技进步奖。

作为血液科的学科带头人，李
白恩精湛的医术、良好的医德、敬
业的工作态度和无私奉献精神，深
受病人和同行的赞誉，先后获得过
全国先进女职工、省“巾帼建功”先
进个人、省“三八”红旗手、省市级白
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等荣誉。2012
年 6月，还荣获第八届“中国医师
奖”，这是中国医师界的最高荣誉。

如今，年近七旬的她，依然坚
持每周5天门诊。

年近七旬的母亲还坚持每周5天门诊

她的手机里
有300多个医患群
这位社区医生
总是“将心比心”

励艳艳在门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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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涵副主任医师。

吴嘉涵的母亲李白恩（右一）援藏时的老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