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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心仁术，情暖病患
青岛四人跻身“齐鲁健康卫士”候选人名单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军

医者仁心苏万物，悬壶济世救众生。近期，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省卫计委联合举行“齐鲁健康卫士”
评选活动，青岛四位医护人员进入“齐鲁健康卫士”候选人名单。他们中有人冲锋在医院的急救室，有人奔
走在随访患者的路上，有人守护在患者的病床边，有人骑行在送医的乡间小道……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上兢兢业业，日复一日地默默付出，用行动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心内科主
任曹庆博

曹庆博被引进到青岛市第八人
民医院时，面对医院心血管介入技
术几乎刚刚起步，尤其是对急性心
梗患者还是采取传统药物治疗的局
面，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急性心梗
病情凶险，病死率高达10％。而有效
及时的介入治疗可使患者死亡率降
至5%以下，患者发病后的12小时之
内是有效实施支架介入治疗的最佳
时间，越早实施介入手术疗效越好，
死亡率越低。
曹庆博立下“军令状”：24小时

随叫随到。2008年11月6日午夜，李
沧区95岁的车老太，因腹部不适并
呕吐被送到急诊，初步诊断为急性
心肌梗塞、心源性休克，医护人员立
即抢救，曹庆博闻讯后火速赶到医
院，这时老人突然出现室颤、意识丧
失，命悬一线，他带领大家对患者电
除颤复苏抢救成功后，并立即对老
人右冠状动脉成功实施急诊介入支
架手术，老人很快脱险。成功抢救如
此高龄的患者，在青岛市不多见。
然而，具有强烈事业心的曹庆

博却陷入了沉思：随着老龄化社会
到来，八医又地处青岛繁华的经济
商圈，突发急性心梗的患者不断增
多，必须成立介入科（导管室）、CCU
病房、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和设施，他
立即向院领导请示并得到批准。从
此，无论是炎炎盛夏还是冰雪隆冬，
无论白天还是深夜，他总是第一时
间冲在最前沿。
曹庆博从医25年来一直奋战在

临床一线，对冠心病、心律失常、心
力衰竭、心肌炎等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处于国内先进水平。在青岛市较
早开展了心血管疾病的介入诊断和
治疗技术，他每年完成各类介入手
术500余例，成功率达99%以上；每
年完成急诊 PTCA及支架置入术
100余例。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
放春满园。在他的团结拼搏和带领
下，心内科和导管室急诊科联合组
建急诊介入团队，对急性心梗患者
实施常年全天候24小时急诊介入手
术。在曹庆博带领下，八医急诊介入
技术一直走在市级综合医院前列，
2017年再次获批青岛市医疗卫生重
点学科。

青岛市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
制科主任姜珍霞

艾滋病的全称是“人类获得性
免疫缺陷综合征”，由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英文简称HIV）引起，是病
死率很高的传染病。姜珍霞带领全
科人员秉持“爱心、真心、耐心、细
心”理念投入工作，通过不懈努力，
为全市性病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
防治做出了突出贡献。
不论什么原因，感染上艾滋病

病毒都是不幸的，绝大多数患者患
病后都受到来自心理和社会的巨大
压力：有的不能面对现实，陷入焦
虑、恐怖、愤怒、绝望之中；有的人
担心传染给家人和他人；还有的感
染者害怕被社会遗弃，从而变得自
暴自弃，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
气。
在亲友离弃的时候，却有一位

医生像朋友一样，关心着这些感染
者和患者。这位医生，就是姜珍霞。
为了更好地帮助患者，姜珍霞

以各种不同的身份与感染者及其
家属接触，同事、同学、亲戚。走访
得多了就真的被别人当成了“亲
戚”，到农村时，刚一下车，就被不
知内情的村民认了出来，赶着去告
诉患者：“快出来接接，孩子她大姨
来了。”真情的付出终于获得了患者
的认可，不少患者家庭在姜珍霞的
不懈努力下，对患者从坚决拒绝排
斥到逐渐接受，再到积极帮助患者
接受治疗。
在不辍耕耘同时，姜珍霞也在

收获着一份份喜悦：有的患者搞装
修设计，她就忙前跑后介绍客户；有
患者做服装生意，她想方设法给患
者拉订单，还隐瞒情况拉着家人去
买东西……这些不计回报的付出和
帮助，渐渐赢得了患者的心，他们都
愿跟这位“知心大姐”倾诉，一颗颗
禁闭的心灵被真情感动。
二十多年来，姜珍霞在工作中

踏踏实实，与同事们一致，在工作中
任劳任怨，2003年她被青岛市评为
青岛市防治SARS先进个人及青岛
市“三八”红旗手，2013年被评为
“山东省健康卫士”，2014年被评为
青岛市“三八”红旗手标兵，2015年
荣获青岛市首届“最美天使”,2017
年荣获“全国卫生计生先进个人”。

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科护士
长芦静

芦静是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
科护士长，青岛市十佳护理团队“李桂
美护理组”组长，青岛市最美护士、山
东省优秀护士。
刚参加工作时，芦静就被分配到

感染科。最初，她只能做简单的生活护
理，每天给患者打针、换吊瓶、翻身、口
腔护理，单调而重复。“难道以后我就
要天天做这样枯燥无味的工作吗？”芦
静心想，后来看到老师们严格、细致地
护理危重患者，常常比医生更早发现
患者的丁点病情变化，配合抢救时的
娴熟操作，将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
她明白了经验和知识都是从一点一滴
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于是更加细心、
认真工作。
传染病患者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不仅需要精心的护理，更需要情
感的关怀。2012年下半年，科室收治
了一名外地艾滋病重症患者，1米75
的个子体重不到45千克，没有任何家
属朋友探望、照顾。芦静主动与他沟
通、帮助他，慢慢了解到患者已离家十
余年，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更是与
亲友断绝了联系，现在既希望看到家
人又怕得不到家人的原谅。了解到这
一情况，芦静一面给患者心理疏导，一
面联系红丝带志愿者和医院宣传科，
通过仅有的一个十多年前的地址辗转
找到患者远在河南的大哥。经过芦静
不懈的劝说与沟通，患者的女儿和哥
哥终于原谅了他，当看到患者泪流满
面地与女儿紧紧拥抱在一起时，她的
眼睛也湿润了。
每年感染科都要收治流脑、出血

热、霍乱、伤寒、甲肝、狂犬病等多种流
行性传染病，芦静不怕危险，勇挑重
担，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出色
地完成了救治任务。2006年底麻疹流
行，恰逢芦静早孕期间，许多护士为了
胎儿健康考虑都会要求调离感染科，
而她却冒着传染上麻疹导致流产或胎
儿畸形的危险，忍着早孕反应的强烈
不适，戴着厚厚的口罩，默默地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
类似的工作经历，还有很多很

多……工作以来，芦静以南丁格尔精
神激励自己，在护士这个平凡的岗位
上默默地付出自己的辛勤汗水和青春
岁月。

崂山区沙子口卫生院中医科主任
孔存广

孔存广，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卫生
院中医师。这个1981年12月出生的“80
后”小伙子，是行走在青山绿水间的“红
马甲”，是百姓赞誉的“崂山好人”，是青
岛市的“文明市民”，更是大山里躺在炕
头上的患者眼中的“最美医生”！乡亲们
见了小孔会亲切地叫他“红马甲”。
“红马甲”是一支志愿者团队，它
的名字叫“崂山区红马甲医疗志愿服
务队”。2004年，在开展家庭护理工作
时，卫生院的医生去患者家中登门服
务身穿崭新的白大褂，却引来了邻居
们的指指点点，患者家人很不高兴，认
为不吉利。后来有人提议，穿上一件红
色马甲，红色喜庆，走在路上也很醒
目，“红马甲”由此而诞生。“红马甲”志
愿者多数来自于基层山区的医护人
员，承担公共卫生服务，翻山越岭到行
动不方便的贫困村民家中送医问诊。
孔存广2009年到沙子口卫生院

工作，听说了“红马甲医疗志愿服务
队”，就积极报名。董家埠社区空巢老
人王爱芳，中风瘫痪在床不能活动，第
一次跟着红马甲志愿服务队走进老人
家的时候，他永远忘不了老人那呆滞
无神的眼睛。孔存广心里有了挂念，在
几次集中的志愿服务之后，孔存广决
定放弃休息，利用下班时间，每天骑自
行车带着针灸理疗设备到老人家中进
行针灸治疗及康复训练，对老人进行
心理疏导。每一次下午5点下班，孔存
广都骑车40余分钟赶到老人家，治疗
结束回到自己冰冷的小屋时都会在晚
上8点多，饥肠辘辘。经过两个月治
疗，老人神志转清，腹胀、大小便失禁
等症状明显改善。持续了近7个月时
间，老人开始能回答一些日常简单问
题，右侧肢体活动明显改善。每次到老
人家，老人都会眼含深情地看着孔存
广，伸着右手来回摆，意思是想让他坐
坐。老人的儿子说只要孔大夫要来的
时候，母亲就会兴奋。
山区农村社区病人多医生少,住

在深山里的一些孤寡、空巢老人出行
不便,有病却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治
疗更是现状。6年来，孔存广用自身的
专业医疗知识服务偏远山区的困难患
者、送医送药，足迹遍布沙子口整个街
道，特别是20多个偏远社区，下乡服
务里程12000余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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