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4
2016年
11月26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让病人拥有
第二个家

马晓靖
感染科护士长

在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一科的病房通道间，护士长
马晓靖正在查房记录册上认真地填写信息，忙碌中透
着几分精神， 一天的工作就在这种忙碌中开始了。

早在1999年， 马晓靖便开始在外宾高干病房从
事感染类疾病的护理工作。 工作调任至地坛医院后，
她就在这里长期扎下了根。 不知不觉间， 护理艾滋
病人已经有16个年头了， 回忆起其中的点点滴滴 ，
马晓靖总是感慨万分。

“刚到这里的时候， 对艾滋病一点都不了解， 和
其他新来的护士一样都比较害怕， 进病房给患者打
点滴都全副武装， 隔离服加两层手套。” 马晓靖说，
“其实适应起来也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 过了两
年， 对业务比较熟练了， 对艾滋病知识了解更多了，
我才脱掉一层手套。” 马晓靖在护理过程中发现， 这
些艾滋病人其实和普通人一样， 需要沟通和帮助 。
有些时候， 病人往往因为压力大， 连家属都不愿意
交流， 她在查房和护理过程中， 便经常和病人进行
沟通， 问一问有没有需要， 如果能满足的， 她总会
第一时间去办。 渐渐的， 马晓靖也在这一过程中发
现， 其实很多艾滋病人也有可爱的一面， 也有需要
她用心去关爱的一面。 而这些进行治疗的病人， 也
逐渐将她这里当作了心灵的港湾。

感动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 “我记得有一
个病人， 我那天去查看他的病情。 他发现我没有戴
手套， 就问我为什么。 我说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不
戴手套也不会传染。 他当时便泣不成声地站起身 ，
也不顾自己正在输液， 要给我跪下。” 马晓靖想起当
时的场景， 仿佛就在眼前。 “这些艾滋病人遭受了
太多的歧视， 被人疏远， 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有时
你的一个举动， 甚至都影响着他对人生的态度。”

马晓靖把自己的病人当作是家人一样， 她对其
他护士也是言传身教。 有一位病人， 得知自己患病
后难以接受， 隐瞒所有人后缺乏沟通和交流， 一度
放弃治疗想要自杀。 有一天晚上他情绪激动跑出病
房， 一位护士壮着胆子一个人在冷清的医院里一直
寻找， 终于在太平间附近将病人安抚下来。 在护士
们的耐心护理和疏导下， 这位病人渐渐接受了现实，
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生活。 后来， 这位病人在出院时，
特地集中了所有的护士， 在大家面前深鞠了三个躬。

从高干病房到感染一科， 再到护理部， 最后再
度回到感染一科， 马晓靖在这三点一线的工作调动
中始终不辞辛苦， 兢兢业业。 在她看来， 护理艾滋
病人和护理一般病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反而是艾滋
病人因为情况不同拥有多种复杂心理， 需要耐心地
进行感受和关怀。 “他们有些人失去了朋友、 爱人，
甚至被家人另眼看待， 作为工作在一线的艾滋病护
理工作者， 我们理应给他们第二个家 。” 马晓靖表
示， 她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 会一直坚持下去 ，
让更多的艾滋病患者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

每日接诊40多艾滋病患者
既看病又给予心里抚慰

闫会文
门诊部医生

“闫医生， 我又过来了， 您再给我开点药吧 ！”
一个看起来十分年轻的小伙子腼腆地对闫会文说。

“你别有太重的精神负担， 慢慢治疗， 一定会慢
慢好转的。” 闫会文开药的同时， 宽慰着年轻人。

“好的， 谢谢闫医生！” 年轻人很快拿着单子出
去了。

近日， 记者在北京地坛医院的门诊部见到了闫
会文医生， 此时他正在接诊艾滋病人。

“每天接诊的艾滋病人有四五十人呢， 有刚发病
的， 有发病多年的， 有几岁的， 还有花甲老人。 刚
得知患艾滋的人， 精神状态可能会差些， 所以我会
在给他们看病时适当安慰一下。 时间长了， 他们的
状态慢慢就好了。”

最开始接诊艾滋病人时 ， 闫会文也十分害怕 ，
总是担心被传染。 穿隔离衣、 戴防护手套， 每次工
作时， 他都把防护工作做得很足。 但时间久了， 对
艾滋病有了了解， 闫会文心里的恐惧就慢慢消失了，
心理上也开始接近艾滋病人。

“以前由于输血导致的艾滋病很多， 现在同性恋
传播的比重上升了， 还有吸毒引起的。 对于艾滋病
患者来说， 他们心理上是有自责的， 而且自动就远
离了正常人， 处于隔阂的状态。 这时， 特别需要社
会上的更多人给予他们认可和关爱。 其实， 艾滋病
并没有想象的可怕。”

在闫会文接诊的病人里 ， 曾有一个7岁的小女
孩， 不幸感染了艾滋病， 还患有丙肝； 当时她的细
胞免疫力只有15个。 刚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十分怯懦、
内向， 于是闫会文在给她诊断之余， 总会安慰她 ，
鼓励她积极配合治疗。

小女孩定期会跟着父母来检查， 取药， 一晃14
年过去了， 她也长成了美丽的大姑娘。

“她现在的细胞免疫力已经达到了700个， 丙肝
也治好了， 人也慢慢活泼了。 这么多年看着她一点
点恢复， 看着她的状态越来越好， 看着她脸上洋溢
的幸福的笑容。 作为医生， 我很有成就感。”

闫会文说， 他们的工作很繁琐， 也很枯燥， 而
且面对的都是艾滋病患者， 工作压力也大， 但是能
为艾滋病人解除病痛， 看着他们一点点恢复， 也十
分自豪。

初见黄海静， 记者就被她的热情所感染。 今年
45岁的她身上仍然散发着年轻人的活力与率真， 温
和而又极富感染力的聊天方式让记者倍感亲切。 黄
海静是红丝带之家的一名护师。 从开始接触艾滋病
感染者至今已有近20年的时间了，她的开朗活泼让地
坛医院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都知道有这么一位黄
老师，他们都会亲切地叫她“静静”。 黄海静说：“这么
多年陪伴艾滋病患者，让我们像一家人一样亲切。”

作为护师， 黄海静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对艾滋
病感染者进行随访工作， “每年四月和十月是随访
期， 我们通常都要提前两个月就开始着手。” 黄海静
说。 目前地坛医院大约有5000名艾滋病感染者， 而
做随访工作的包括黄海静在内只有三人， 这意味着
在半年的随访工作中， 黄海静每天要随访一百多人，
“忙的时候一天连屋都出不去。” 黄海静说。

“我是红丝带之家黄老师，叫我静静就好了，我来
做一个随访， 对你的身体状况、 家庭状况做一个了
解。 ”黄海静对待每位患者都会以这样的话语开头，随
后对患者的化验结果、病情、生活质量、配偶关系等一
系列问题进行询问，并事无巨细记录下来。 说起随访
的意义，黄海静表情严肃起来，“我希望普及艾滋病知
识，让他们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慌。 ”

黄海静也曾经历过不了解艾滋病的阶段，虽然她
曾在肝炎病房等感染性科室工作过，但开始接触艾滋
病的时候，黄海静和同事们还是对此产生恐慌，“当时
大家全副武装，口罩帽子手套，保护得特别严实，干完
一些活后恨不得手要洗无数遍。 ”随着工作的深入以
及对疾病的认知，长期的面对面聊天，让黄海静与病

患的关系像家人一样，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一次， 一位患者给黄海静带来很多亲手缝制的

鞋垫， 这让黄海静感到很诧异， 便问对方为什么给
她带这么多鞋垫， 毕竟北京没那么冷也用不上。 这
位患者却告诉黄海静， 自己因为巨细胞感染视网膜
快要失明了， 希望在失明前能用一针一线表达自己
对她的感谢 。 说到这里 ， 黄海静眼里泛着泪光 ，
“她当时视力就已经很不好了， 做针线活的困难程度
可想而知， 她家里经济状况不是太好， 只能用这种
方式表达对我们医务工作者的真情， 真可以说是把
心缝到了里面。”

有了这次经历， 让黄海静更加投入地进行自己
的抗艾工作， 她认为目前社会谈 “艾” 色变仍然是
宣传不够的原因。 她告诉记者， 艾滋病只有三种传
播途径： 性传播、 母婴传播、 血液传播， 日常飞沫
并不会传染。 对于患上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黄海
静也尽己所能， 依托红丝带之家组织各种大型活动、
讲座， 解答相应咨询的电话， 让患者更加了解疾病，
了解自身， 坚持治疗。

黄海静认为， 自己从事的是一份苦并快乐着的
工作， 虽然工作琐碎而繁忙， 但每当她看到与她相
识十多年的病患仍然健康地生活着便让她顿感欣慰。

患者把感谢
一针一针缝到鞋垫里

黄海静
护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