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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主在吗？我喝了两天药，胃痛
好多了，可是大腿上出了一些疹子，
挺痒的，药还继续喝吗？”

4月 13日 22 时，刚刚洗漱完毕准
备休息的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马山
诊室文职人员护士张丹，手机里传来
叮咚一声响。打开一看，又是患者的
咨询信息，张丹赶忙起身回复，并根
据患者提供的情况，叮嘱她暂时停
药，择日来院调方。回复完毕，张丹
看着手机，想调成静音的手指一直没
有忍心按下去。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张丹，2007年 9
月通过公开招聘来到原济南军区青岛
第二疗养院，成为康复科一名护士，
2013 年来到门诊工作，因工作认真细
致、表现出色，被评为优秀护士。
2015年 10月，她被调整到该院享誉的
马山诊室工作。这个诊室是全军唯一
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中医诊室，也
是疗养院一张闪亮的名片。能够成为
马山诊室唯一一名护士，张丹备感自
豪。

马山诊室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年门诊量达万余名。有的患者为了能
够挂上号，往往需要提前一个晚上在
挂号大厅等候。为了维持正常就诊秩
序，张丹每天早晨七点半前就要赶到
挂号处，维持诊室挂号秩序，解决患
者矛盾。多年来，她从未到食堂吃过
早餐，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

2016 年 4 月，有名战士第一次服
药后就出现腹泻症状，训练时不停地
跑厕所。复诊时，张丹了解情况后，
主动添加了这位战士的微信，方便以
后第一时间帮助他解答问题。康复
后，这名战士感动地对张丹说：“多亏
有了你的微信，服药后有什么问题可
以及时咨询。”

在张丹看来，现在的医患矛盾很
多是由医务人员临床工作繁忙，缺乏
与患者有效的沟通导致的。患者体质
不同，服药后症状也会有些不同，不
少患者因为缺乏中医中药知识，出现
不适症状后感到心慌着急、不知所
措。还有很多患者没有渠道及时与医
生沟通而错误地停药，失去了治愈疾
患的机会。受此事启发，张丹决定建
立“马山诊室患者微信群”，搭建起与
患者直接交流的平台。

从此，张丹除了上班时间开通 8小
时咨询电话，下班时间还就挂号、煎
药、拿药、服药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
题，在微信群里义务为患者解疑释
惑。为了方便军人和特殊病人看病，
她还专门建立了“马山诊室军人专用
微信群”。上至机关首长，下至基层战
士，都可以直接在群里预约、问询，
享受军人优先等服务。截至目前，马
山诊室已有 15个群，2000多名患者在
群里交流煎药、服药经验和预约看病。

2016年 10月，一位外地疗养员在
与张丹交流时说，来复诊一次的机票
和住宿费用需要三四千元，而且如果
部队遇有任务就难以按时前来就诊，
这样吃药疗程就会中断，影响治疗效
果，问张丹可不可以把病历放在她这
里，吃完药后通过微信跟她联系，让
张丹帮他买药寄药。征得领导同意
后，张丹在科室又开展了一项代办买
药寄药业务。马山诊室主任马群每次
开好药之后，张丹都会详细写好药物
的服用方法、注意事项等，联系快递
给患者寄药。

由于中药药量大又较重，运送很
不方便。有次快递员到了单位大门
口，张丹一个人拉着一大车中药，一
路上汗流浃背，下坡时突然没把控
住，30大包中药从车上滑落，径直砸
在张丹身上，把她埋在药堆里，鞋子
也甩到一边。有的患者觉得如此麻烦
张丹，实在过意不去，药费转账时想

多给她转一点，每次都被张丹婉言谢
绝了。

一个工作日上午，张丹正忙着给
当天 40多名就诊病号逐一抄写中药处
方，耐心解释煎药服药方法及注意事
项，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这
时，一位阿姨急匆匆地跑过来问：“张
护士，我的钱包可能在公交车上被偷
了，我家住外地，现在回去取钱今天
恐怕来不及了。我儿子刚才打电话让
我来找你，说用微信把药费转给你，
你先帮我支付好不好？”看着阿姨焦急
的神情，张丹连忙安慰道：“您别着
急，一会开好药我去帮您刷卡支付。”
就这样，张丹帮阿姨顺利支付拿药。
临走时，这位阿姨拉着张丹的手不肯
放开：“谢谢你，小张，你真是个善良
的好姑娘。”

疗养院收费处先前只能用现金和
银行卡支付，前来就诊的很多战士平
时习惯用手机支付，经常忘记带现金
和银行卡。每当此时，张丹都会拿出
自己的信用卡帮他们垫付，加上为寄
药的患者垫付药费，经常把自己的信
用卡刷爆。

群里患者多，张丹的绝大部分休
息时间都奉献给了他们，经常是早晨
一睁眼就有患者呼她，晚上 10点多还
要回复患者疑问，即使节假日也不例
外。有一天，女儿用张丹的手机做作
业，其间有患者咨询，影响了学习进
度。女儿不高兴地说：“妈妈，你又来
微信了，他们为什么不等你上班时再
咨询啊？”张丹笑了笑没有说话。有一
次女儿感冒咳嗽，医生给她开了中
药。喝了药后她就觉得胃不舒服想
吐，追着妈妈问为什么。张丹趁机
问：“你喝了药后不舒服，着急吧？”
女儿说：“当然着急。”张丹说：“妈妈
群里的病人也和你一样着急，所以他
们要给妈妈发微信。”从那以后，张丹
在家里有时因为忙没听见微信响，女
儿听见了也会喊她：“妈妈，你的病人

又@你了。”
去年秋天，正值胃病高发期，每

天上午诊室患者多达四五十人，等到
张丹下班去食堂，饭菜早就凉了，别
人也大都吃完走了，张丹经常只能匆
匆扒拉几口，导致体重短时间内暴
跌，前来诊治的老病号看到张丹免不
了关切地问：“小张，怎么这么瘦？一
定要好好吃饭啊。”有不少同事也问她
是不是在偷偷减肥。因为劳累过度，
张丹还患上了严重的颈椎病，长年累
月低头伏案工作，处理完一天的病人
后就经常颈椎疼得厉害，连带头晕恶
心。但是想起外地患者冬夜里在门诊
大厅彻夜排队；想起在她的服药指导
下，患者病情逐渐好转；想起千里之
外的患者顺利收到草药，免除奔波之
苦；想起 80多岁的患者老奶奶拉着她
的手，感激地想下跪；想起官兵们为
她无微不至的服务竖起大拇指；想起
主任突发心绞痛，等待救护车时，仍
然坚持为患者诊治……张丹觉得，这
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让张丹颇感欣慰和温暖的是，有
时自己忙不过来，不能及时回答患者
问题，群里很多老病号都会主动帮她
解答。一次，有名新患者在群里说：
“我吃了药怎么不见好，症状还加重了
呢？我要退药。”还没等张丹回复，群
里老患者薛阿姨便回复了：“当初我刚
开始喝中药时也感到不适，后经慢慢
调理才逐渐好起来的。你一定要听大
夫的话，好好吃药。”

第二天，有位患者拿着刚做完的
胃镜复查报告来向张丹报喜。原来，
经过数月治疗，他已经完全康复了。
经患者同意，张丹把他的胃镜报告拍
了照片发在群里。之前的那位新患者
在复诊时，诚恳地向张丹道了歉，说
看了群里发的康复病历后，坚定了治
疗信心。一年后，这位患者拿着刚刚
复查的胃镜报告和写着“光明天使，
济世良医”的锦旗来到马山诊室。

一名护士和她的患者微信群
—海军青岛特勤疗养中心文职人员护士张丹岗位倾心尽责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赛宗宝 通讯员 吴 双 解孝来

军功章不仅是军人荣誉的载体，也
是文职人员崇尚荣誉的具体表达，承载
了文职人员精武强军的故事。年初，在
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总结表彰大会上，我
和 9名军人干部胸戴大红花接受三等功
奖章，实现了荣立军功的梦想。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军功章，是我
上小学二年级。我的父亲是一名军
人，那天，父亲一进家就把一个红彤彤
的盒子交到母亲手上，“我立三等功
了，这是军功章。军功章有我的一半，
也有你的一半”。

趁父亲钻进他的科研小屋，我央
求母亲想看看军功章。母亲一边打开
军功章盒，一边严肃地对我说，只看别
动，这可是你爸的宝贝。也就是在那
时，我才朦胧知晓，得到军功章是一件
非常荣耀的事。看着闪光的军功章，
我忽然有了长大也要当兵、也要立军
功的梦想。

转眼到了高中毕业，我对未来毫不
犹豫：考大学就报军校；考不上大学就去
当兵！

高考填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军
校。2000年夏天，我被原第一军医大学
录取，如愿穿上军装。成为军校学子，父
亲那枚军功章成了我学习的动力，我下
决心要对军队有贡献，要有属于自己的
军功章。

第二次近距离接触军功章是青春绽
放的年龄，那年我在原广州军区总医院
见习。在总医院抗击“非典”总结表彰大
会上，我所在科室的老师荣立军功。在
这场没有硝烟却十分残酷的“战场”上，
我目睹军队医护人员全力以赴冲锋在最
前线，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无畏精神。看
着老师们胸前闪耀着光芒的军功章，我
暗下决心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然而，就在面临毕业踌躇满志时，
军队调整改革，我脱下了军装。军人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想，脱军装也是在
为军队建设作贡献，只是那魂牵梦萦的
军功章似乎要与我无缘，心里多少有几
分失落。

毕业时，了解到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
院向社会招聘专业技术人员，我心中的
“军旅梦”再次燃起，并顺利应聘到呼吸内
科工作。身处军营，我用军人标准严格要
求自己，像军人一样以战斗姿态投入工
作，通过军队首批文职人员考试，攻读硕
士学位，担任科室住院总医师……

责任和使命催逼我不断更新知识，
努力学习技术。我在科室参与了气道内
介入治疗和肺癌靶向药物的耐药机制和
策略研究，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和重庆市科研课题，并在 SCI期刊发表
论文 4篇，在国内统计源、核心期刊发表
科研论文 10余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1项、
实用新型发明专利2项。

2010 年，我登上三尺讲台当上教
员。为了更好地与学员沟通，我加班
加点钻研教材打磨讲义的同时，始终
保持着开课前先留下手机号码、电子

邮箱、办公地点等习惯，成为学员们的
知心教员。2015 年，单位推荐我参加
陆军军医大学教学擂台赛，同全校教
学精英赛课竞技，我获得了教学标兵
称号，成为全校第一个获此荣誉的文
职人员。

军队改革，单位几经转隶，去年夏
天，原社会招聘文职人员考核纳编工
作开始，我递交申请选择留下。不久，
单位又整编为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我
穿上了“孔雀蓝”并被任命为科室副主
任，分管科室教学工作。虽然肩上的
担子更沉了，但我心无旁骛，亦如父亲
当年那样。年终总结时，各级党组织
报请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批准，给我记
三等功一次。

当初报考军校是为在献身国防中圆
自己的军功梦，而今一系列涉及文职人
员政策落地，文职人员在军营建功立业
的舞台更加宽广，我也将在军功章的照
耀下，在强军路上当先锋、打头阵，为军
队建设再立新军功。

（谷 一、邹争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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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清：我将永远恪守南丁格尔的

誓言，守候护理事业这份美丽。

☆黄秋瑜：我愿身着燕尾白衣，直到
世界不再有病痛。

☆易洪强：用劳累把挽救生命的乐
章默默谱写，用微笑把人间的真情悄悄

传递。

☆严 灵：爱心是自己的责任，体贴

是待人的美德；付出是关爱的职责，温情

是工作的需要。

☆刘菲菲：青春在病床边悄悄消逝，
理想在现实中熠熠闪光。

☆李秋洁：用爱心缓解痛苦，用专业
维护健康。

☆张伟燕：择我所爱，倾情奉献；交
付信任，还与健康。

☆李玲珊：我们是患者的希望，既然

给了他们生的希冀，就该为他们搭建生

命的绿洲。

☆宋 琦：广博慈爱，追求卓越，厚德

行医，医德共济。

☆王永红：技术上追求精益求精，服
务上追求全心全意。

☆唐 瑛：在平凡的岗位上尽职尽

责，心怀医者大爱，做好每一件小事。

☆吴 妍：温暖的话语解除心底的

重重疑虑，热情的微笑拂去身体的丝丝

病痛。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肝胆一科

供稿

我的文职情

从军 5载，初有建树时主动递交转
改申请，选择脱下军装，加入文职队
伍。战友质疑，是基层太苦太累留不
住他？亲戚朋友想不通，放着好好的
现役军医不当，为何非得选择转改文
职人员？

面对质疑和不解，第 926医院现役
转改文职医生牛志安却是内心敞亮，
“正是因为对部队、战友不舍，才选择
换一种方式坚守”。

2013 年，牛志安毕业于第三军医
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按成绩，他本可以
优先选择到大城市驻军医院工作。可
是，他最终选择到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
旅合成营担任军医。他说，那里更锤炼
人，那里的战友们更需要他。

提及牛志安，曾经的战友都说他
踏实肯干、勤奋好学，不但军事素质
过硬，医疗技术也让人佩服。当军医
期间，战友们凡是头疼脑热、感冒发
烧，找到他都能得到有效治疗。时间
久了，战友们都称他为“牛专家”。
“牛专家”不是战友恭维、吹捧而

来，而是他凭借过硬技术和兢兢业业
的工作态度赢得的。

“说实话，在边防一线当军医，如
果对自身要求不严，思想上有所松
懈，专业知识和医疗技术很容易荒
废。”勤奋好学的牛志安凭着一股不服
输的精神，经过 2年多的努力，在锤炼
自身硬功的同时，还带出一支技术
精、专业强的卫生员队伍，改变了旅
里多年来卫生员队伍专业技术不强、
保障能力不够的状况。

2016 年 8 月，牛志安所在部队参
加某高原实兵对抗演习。导演组为了
检验备战打赢能力，在没有预先通知
的情况下，给各作战单元出了不少难
题。当时，牛志安作为卫生排排长，
负责担任此次演习的前出救治小组组
长。演习中，随着战况进入胶着状
态，前方不断传来“伤员”救治指令。

初次参演，很多战友估计牛志安
会拖后腿、出差错。孰料，他果断的
决策分工、冷静的伤情处理、娴熟的
操作流程，让整个医疗救治秩序井
然、无一失误。期间，导演组还模拟
了批量“伤员”救治、特殊环境下伤
情处置等，牛志安都能从容处置各种
突发情况，这让导演组成员、单位领
导对这个皮肤黝黑、个子不高、戴着
一副眼镜、一身“书生气”的牛志安
刮目相看。

随着改革深化，去年，现役干部
转改文职人员的消息传来，面对新政
策，一些战友持观望态度，有的担心
转改文职人员后身份有落差，“换了臂
章又脱军装”，今后“矮人半截”；有
的担心政策不明朗，配套完善还有一

个过程，将来可能还要二次就业，担
心有风险。可谁都没想到，牛志安第
一个主动递交转改申请。
“如果不是部队培养，我现在就没

有干部身份，更没有资格做任何选
择。支持改革，选择转身，既是一种
责任担当，也是一种感恩回报，更是
一种初心坚守。”牛志安说。

如今换下戎装，牛志安内心虽有
不舍，但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充满信
心。他说：“现在到新单位报到已有月
余，虽然身份变了，但岗位没变。我
将倍加珍惜，不忘初心，尽快在新的
岗位上熟悉业务、练强本领、培养好
作风，立起新时代文职人员的好样
子，继续为边防官兵服务，做到无愧
于组织，无愧于内心。”

因为不舍，所以坚守
——记第926医院现役转改文职医生牛志安

■刘德贵 本报特约记者 黄 翊

转改回头看

岗位寄语

第976医院100多名聘用医护人员，踊跃报名参加联勤保障部队首次面向社

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考试。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又不耽误正常工作，他们争分

夺秒复习备考。图为该院理疗室聘用护士利用休息时间复习备考。

汪学潮摄

改革潮头

前不久，空军杭州某特勤中

心紧贴实战组织文职人员围绕战

场伤病员救护开展演练，增强实

战保障能力。图为他们正在进行

实战考核时的情景。

朱俊山摄

实战实训强本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