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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江苏好医生 江苏好护士”——

让“心”服务更温暖让“暖”医疗更贴心

九十多岁，很多人都在颐养
天年，而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肿瘤科主任医师徐荷芬认为，这
是一个医者最好的年纪，有临床
经验，有慈悲之心，有科研动力，
更有一腔热血。九十多岁的她
至今还在坚持上门诊，经常忙碌
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午饭。
她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到
100岁那天，依然可以为病人看
病。

1958年9月，为响应国家号
召，徐荷芬参加了“西医离职学
习中医班”，从此与中医结下了
不解之缘。她在长期的临床实
践中创立了“和调平衡法”辨治
肿瘤理论体系，提出“补消兼施、
温清合用、脏腑并治、苦辛分消、
调气行血、心身同治”和调六法，
研制和调平衡六方，消瘤胶囊、

参芪益肠颗粒等多个院内制剂
获批并在临床广泛使用。

作为全国及江苏省名老中
医经验学术传承工作指导老师，
她对青年医师培养倾注了大量
心血，在多年的临床和学术工作
中培养了大量中医人才。对于
徐老来说，一切赞誉都比不上看
到病人的痊愈与中医的传承更
让她感到欣慰。她用妙手回春
与身体力行践行了“医者仁心”
这四个字。

徐荷芬耕耘中医肿瘤研究
六十余年，是国内中西医结合肿
瘤学的开拓者之一，构建了“虚
实、寒热、气血、脏腑、阴阳”辨治
十纲。享受1992年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曾获首届“江苏省国
医名师”“江苏省名中西医结合
专家”等称号。

在常州市中医医院，有一位
备受患者赞誉的医生，他就是颈
腰痛诊疗中心、康复科副主任陈
伟峰。作为孟河医派百人传承工
程第三批培养对象，陈伟峰秉持
孟河医派的思想精髓，积极向海
内外展现中医文化的魅力。

患者眼中的好医生并不是一
天练成的。受老家孟河镇浓厚中
医氛围的熏陶，陈伟峰心中一直
有个“中医梦”。2016年起，陈伟
峰利用周末时间自费外出学习，
通过创新融合中医传统疗法与现
代康复技术，更好地帮助患者解决
颈椎疼痛、腰椎疼痛及运动损伤等
疾病。他传承发扬基于脑神经科
学思路治疗失眠、焦虑的技术，疗
效显著，帮助许多患者摆脱了服用
药物伴有较大副作用的痛苦。

把患者放心上，以真心换真
情，陈伟峰医生将这份医者仁心
带到了援黔的工作中。援黔期
间，陈伟峰发挥中医专业优势，创
新开设了“疼痛门诊”“失眠门诊”
等专科门诊，在当地先后开展14
项新技术，成体系地培养了6名科
室骨干，用传统中医药技术，为侗
乡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021年10月，陈伟峰又接受
了万里援外的考验，他带队的中国
（江苏）第17期援马耳他医疗队，
在当地诊治患者超5000人次。在
马耳他援助期间，陈伟峰还带领医
疗队通过举办讲座和科普活动，大
力传播传统中医药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培养马耳他年轻群体对中医
文化的兴趣，得到了中国驻马耳他
大使馆高度认可。

疟疾曾是严重威胁江苏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寄生虫病之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曾
发生两次大范围的疟疾暴发流
行，直到2021年，我国才实现消
除疟疾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
现，凝聚着江苏几代疟防人的努
力和心血，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
研究所疟疾室主任、研究员朱国
鼎就是其中一位。

刚开始工作的几年里，朱国
鼎主要研究疟疾传播媒介蚊子的
生物学特性，需要到疟疾流行比

较严重的地方进行调查。2006
年，他在苏北地区现场开展疟疾
防控项目时，虽然有防护措施，但
依然染上了疟疾。因为亲身体验
到了疟疾的危害，朱国鼎一直致
力于预防和消除疟疾。他积极与
学校、海关等展开合作，进行疟疾
的相关健康教育宣传工作，以提
高公众知晓率和早期病人的检出
率，尽量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的
发生。

自 2002 年开始参与援外工
作，朱国鼎为近 80 个国家的两

千多名专业人员进行过疟疾和
其他传染病防治的培训，其中包
括理论授课和实地指导。在
2010 年的援外任务中，朱国鼎
被派往加纳和中非进行为期三
个月的技术培训，帮助当地建立
抗疟中心。

疟疾防控领域，朱国鼎进行
了二十余年的科学研究，获得了
省级科学技术二等奖两项，荣获
江苏省“青年医学人才”称号，并
入选“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和省青年科技人才托举工程。

南通市狼山镇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张凤琴，是一名扎根
基层一线的家庭医生。在平凡的
岗位上，她日复一日为社区居民
开展基层预防保健、慢性病管理、
健康管理等服务，成为群众的暖
心“医靠”。

每天早上 8 点，张凤琴的诊
室里就有许多社区居民排队等待
就诊。这些居民中，不少是高血
压、高血糖等慢性病患者，在张凤
琴的指导下，病情一直较稳定。
居民杨先生去年搬到了其他社区
居住，但出于信任，他仍选择继续

在张凤琴的门诊看病开药，他说：
“图的就是一个放心、省心。”

社区居民的信任，源于张凤
琴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在她的诊
室里，整齐摆放着一排透明的收
纳箱，按照编号存放着近1000份
社区居民的健康档案。对于这些
档案，张凤琴熟稔于心。根据档
案信息，她会及时提醒患者开药、
做检查。

2011年，随着社区医院职能
的转变，张凤琴从妇产科门诊逐步
向全科门诊转型。除了门诊工作，
她也负责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工作，希望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形式，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
个性化的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她
负责的城山社区已有4000多位居
民签了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其中重
点人群签约率达100%。

“通过解读居民体检报告、管
理慢病健康档案，我感到他们很
需要专业医生的帮助。”张凤琴表
示，“要想为居民提供更好的诊疗
服务，就需要我们不断充实自己
的专业知识。每当为社区居民解
决了健康问题，我的心里就感到
很满足，很有成就感。”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
科护士长、心胸外科一病区护士
长冯丽萍从医二十多年，始终坚
守在护理一线，专攻心胸外科的
护理工作。

心胸外科的资深护士武丽娟
与冯丽萍共事近二十年，在她的
眼中，护士长非常有爱心，武丽娟
说：“她几乎每年都去献血，也是
我们医院第一位参加骨髓捐献的
医护，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正是因为冯丽萍的这份爱
心，她先后获得全国无偿捐献造

血干细胞奉献奖、江苏好人、江苏
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江苏省三八
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冯丽萍的胳膊上有一个清晰
可见的牙印，说起牙印的故事，武
丽娟满脸敬佩：“当时一名刚做完
心脏搭桥手术的患者，在监护病房
出现了谵妄的精神症状。患者不
顾我们的阻拦，想要自行拔管，为
了阻止患者的失控行为，护士长不
顾自身安危，冲上去按住了患者的
手。患者在护士长右胳膊上狠狠
地咬了一口，在注射镇静药物后，

患者才松了口。后来我们才发现，
护士长胳膊上被咬的那块肉几乎
要掉下来了。我们都很心疼，但
是护士长没有抱怨一句。”

在冯丽萍的带领下，心胸外
科一病区的护理工作充满了专业
精神和人文关怀。她带领团队不
断学习和提高护理技能，同时她
也通过实际行动，将“以人为本”
的护理理念传递给更多年轻护
士。“我们护理工作者要将患者的
需求放在首位，要用细心、耐心和
专业为患者服务。”冯丽萍说。

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
口”，那么眼科医生就是这扇“窗”
的“守护者”。近年来，苏州市眼
视光医院医生团队潜心研究，精
益求精，用真诚、优质的医疗服务
守护着患者的心灵“窗口”。

在苏州市眼视光医院视光
门诊，副主任医师党黎君的专家
门诊号很“热”。经常有家长跑
很远到她这里看病。党黎君深
知家长带孩子来看病的不易，总
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她说:

“我们会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患
者，全方位关注患者的近视防控

效果，帮助他们度过每一个治疗
阶段。”

在视光部低视力康复室，在
这里进行康复训练的患者大多是
学龄前的小朋友。因此，这里的
医护人员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能
力，更需要耐心和童心。唐女士
的孩子今年 4 岁，患有远视、散
光、斜视和弱视，经过半年的康复
训练，目前视力矫正有了明显成
效。她说：“刚来矫正视力时，孩
子的视力只有0.2~0.3，现在戴上
矫正眼镜，孩子的视力能达到
0.7~0.8。这样的矫正效果让我

们感到很欣慰，特别感谢康复师
这么耐心地帮助孩子进行康复训
练。”

2006年，苏州市眼视光医院
开始从事低视力儿童基本康复服
务项目；2013年，成为苏州市“视
力残疾儿童基本服务”定点医
院。医院通过不断总结临床经
验，学习钻研最新诊疗方法，突破
以往单一、简单的康复训练形式，
开发出多种适合低年龄患者的视
力康复训练项目，增加了康复训
练的乐趣，避免低龄儿童在训练
中感到枯燥。

苏州市眼视光医院医生团队

希望到100岁，依然可以为病人看病

秉持孟河医派思想，患者眼中的好医生

在诊疗一线，守岗位担使命，他们是生命线上的“守门人”；在桑给巴尔、圭亚那、马耳他，不以山海为远，他们传播仁心仁术；在新疆、
青海，万山作证，他们“苏”写大爱；2019年至今，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已举办了四届“江苏好医生 江苏好护士”全媒体新闻行动，遴选
出一大批优秀的一线卫生健康工作者，他们做维护核心的忠诚卫士、做守护群众的健康卫士，展现新时代风采，让“心”服务更温暖，让
“暖”医疗更贴心。今天，让我们走近他们，一起感受他们向暖而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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