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心脏科医生 ，
经常面临一个问题： 病
人需不需要放支架？ 在
首都医科大学大兴区人
民医院心脏中心， 医生
们也面临着这样的抉
择。 作为中心主任的曹
树军告诉自己的医生：
“如果这个病人是你的
家人， 你做不做？ 如果
你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
就同意你做。 医者要有
底线和良心， 决不能让
病人和家属对我们的品
德有质疑。”

这个说话做事有着
军人气质的医生， 每天
6:00起床， 7:00到医院，
病房巡视一圈后， 投入
紧张忙碌的工作。 他坚
信医生要有职业精神，
要有责任， “即使做不
了名医， 也要做一个称
职的医生”。

□本报记者 金海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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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命， 手绝不能
抖， 只能往前走。”

从小梦想当一名工程师的曹
树军 ， 却阴差阳错考上了医学
院。 临行前， 班主任亲自送他上
车 ， 并嘱咐道 ： “你要去做医
生， 老师只有一个希望， 就是做
一个称职的医生 ， 别做庸医 。”
这句话， 曹树军一直记在心里，
他告诫自己 ： “即使做不了名
医， 也要做一个称职的医生。”

2005年初， 大兴区人民医院
正式成立心血管内科病区， 来到
医院不满一年的曹树军被任命为
心血管内科学科带头人。 当时的
大兴人民医院， 在心脏病介入治
疗技术方面刚刚起步， 没有能够
独立开展心脏病介入治疗的专业
技术人员。 为给病患提供更好的
医疗条件， 曹树军勇敢地承担起
了这份责任。

“刚接下这个担子的时候，
我没有兴奋， 更多的是担忧， 能
否管理好这个团队？ 怎么服务好
病人？ 自己有没有勇气和耐力去

担当？” 曹树军说， 有半个月的
时间 ， 他每天只能睡3个小时 ，
脑子里想的都是工作。 当一件事
情你必须去做、 去面对时， 只好
硬着头皮踏出这个门槛。

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开展的第
一例手术。 这是一位急性心梗病
人， 由于情况紧急， 必须实施手
术。 “当我把血管打开的时候，
病人的心跳忽然停了， 我立刻拿
起起搏器， 心脏受刺激后心率开
始恢复， 最后顺利完成了手术。”
曹树军回忆道。

这样的手术， 在医学院， 老
师是绝不轻易放手让学生去做
的， 而当时作为团队核心的曹树
军只能独自完成， 他必须保持镇
静。 “很多时候， 事情是被逼出
来的。 面对生命， 一定要冲破心
理关， 手绝对不能抖， 只能往前
走。”

第一例手术的成功， 给整个
科室提振了信心。 在曹树军带领
下 ， 科室医护人员不断开拓进
取， 诊治水平飞速提高， 心内科
冠心病、 心绞痛、 心肌梗死的介
入手术量逐年增长。 据统计， 从
2005年以来， 科室共完成冠脉造
影 10700余 台 ， 冠 脉 介 入 治 疗
3600余台， 永久起搏器植入术近
115台 。 2005年 ， 心血管内科率
先在大兴区开展急性心肌梗死急
诊介入治疗救治绿色通道， 现已
成功救治900余例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

“手术成功一半是医生
的功劳， 一半是家属支持。”

以病人为中心的曹树军， 与
很多病患及其家属建立了朋友关
系。 “很多时候， 医生给予病人

的是关怀与希望， 我们要以病人
为中心， 实现病人生命的延续和
生命质量的改善。” 这是曹树军
一直以来坚守的原则。 这样的坚
守， 也换来病人的充分信任。

在开展第一例急诊手术时，
病人由于家庭困难， 只能承担部
分手术费用， 并向曹树军提出剩
余费用3个月内还清的请求。 看
着病人家属急切的眼神， 曹树军
决定帮这个忙。 在他的积极协调
下 ， 医院终于同意 。 3个月后 ，
病人信守承诺 ， 还清了剩余费
用。 或许是缘分， 2015年， 这位
病人又找到曹树军为自己实施了
搭桥手术。 “人与人之间就是需
要这样一份信任。” 曹树军说。

2006年， 一位81岁高龄的老
人因心绞痛入住心血管内科。 第
一次收治如此高龄的病人， 曹树
军显得很谨慎。 在经过术前充分
评估后 ， 他决定为老人实施手
术 。 手术开展了20分钟 ， 很顺
利。 但由于老人年事已高， 手术
后不久便出现消化道出血情况，
这是术后并发症， 在征得家属同
意后， 曹树军立即联系医院消化
科进行止血等工作。 最终， 老人
顺利康复。

病人家属的支持让曹树军深
为感动， 在和家属沟通时， 他感
慨道： “老人手术的成功， 一半
是医生的功劳， 另一半是家属的
支持 ， 很感谢你们信任我们 。”
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 构
筑了一个良好的医治环境。

“电话一响， 心里咯噔
一下。”

或许是出于医生的职业天
性， 只要手机一响， 曹树军总会

下意识地心跳加速。 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 晚上八点以后， 如果不
是工作上的事情， 绝对不会给他
打电话。

“医生这个职业很特殊， 尤
其是心脏科的医生， 随时都在和
时间赛跑。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事， 所以我的手机常年24小时开
机。 跟朋友们聊天时， 我都会告
诉他们， 如果没有重要的事， 晚
上八点以后不要随便打我电话。
有时候电话一响， 心里就咯噔一
下， 血压都会升高。” 曹树军苦
笑着摇了摇头。

在曹树军的字典里 ， 没有
“休息” 这个词， 什么时候有事，
什么时候就要往医院跑。 曾经救
治的一位病人轻微发烧， 前来查
房的曹树军笑着鼓励病人说 ：
“不用担心， 马上就会好起来的，
你看我 ， 高烧 38.5度不也好好
地。” 虽是玩笑话， 却透露出一
位医者的辛酸。

2012年8月 ， 大兴区人民医
院心脏疾病诊疗中心正式成立，
曹树军又承担起中心主任的重
担。 这意味着他不仅要负责心内
科的业务发展， 还要兼顾心外科
及职能科室的发展规划。

在医院领导的关怀与帮助
下， 曹树军领导心脏中心及其他
兄弟科室不断钻研创新， 成功开
展了一例又一例心脏外科手术。
11年来， 大兴区人民医院心内科
门诊量上升了约1倍， 住院人次
上升约3倍， 业务服务量上升约
10倍。

科室20多个大夫， 承载的工
作量很大， 为了能让他们安心，
曹树军经常陪着大家加班。 春节
轮班 ， 他常常在休息日来到医
院。 “哪怕陪着大家坐坐， 给大

家打个饭 ， 我的心里也踏实 。”
曹树军说。

“带队伍要讲方式， 放
手， 放养， 放心。”

作为重点学科带头人， 曹树
军始终把学科建设管理放在第一
位。 近年来， 共选派10人进修学
习， 鼓励科室人员积极参加继续
教育学习， 目前有3名医师参加
硕士学习， 3名医师参加博士学
习， 科内共发表论文50余篇。 在
他的精心管理下， 科内成立了更
加完善的医疗质量小组、 科研教
学小组、 健康宣教小组， 由专人
负责， 每月总结， 量化管理。

2014年7月1日， 经大兴区卫
生计生委批准， 曹树军同志名医
工作室正式成立， 精心挑选的3
位学员正式进科开始学习。 为了
让学员们能够真正学到临床技
能 ， 曹树军安排一对一带教老
师 ， 要求学员必须独立接管病
人， 两周后能独立值班。 同时，
定期安排副主任医师以上人员进
行理论授课。 除临床技能操作培
训外， 学员还需要掌握理论授课
技巧， 熟悉科研设计， 并配备有
各种专业参考书籍。 他要求学员
不仅仅要学习精湛的医术， 拥有
高尚的医德， 同时还要具备科研
教学的综合能力。

“带队伍要讲方式， 第一个
是放手， 让他们上手术台， 我在
一旁指导； 第二个是放眼， 学生
独立完成手术； 第三个是放心，
当学生手术过程中很少过来咨
询， 手术也做得很成功时， 说明
他已经出师了， 我也就放心了。”
在谈到团队管理时， 曹树军道出
了自己的方法。

———记北京市劳模、大兴区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曹树军

即使做不了名医
也要做一个称职的医生

义诊活动中， 曹树军为病人咨询 查房时， 曹树军了解病情 曹树军与科室人员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