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诊患者以老年人为主
目前，综合病房拥有20间病房、50张

床位，共有6名医生，可收治高血压、糖尿
病、冠心病、慢阻肺等慢性病患者，以及中
风后恢复、骨折术后康复、医院下转的患
者等，开放12年来收治近8000人。综合
病房开放初期，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原
副主任卢伟明对科室年轻医护人员进行

“传、帮、带”指导，定期开展主任查房、疑
难病例讨论，小讲课等，让年轻医护人员
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早在2007年，徐艳娟来到北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工作，该中心接诊的患者以老
年人为主。“老年患者年纪大了，有的患者
难免比较耳背，听不清医生讲话，这时我会
适当放高音量、放慢语速，让患者能清晰地
听见对话内容。有的患者文化水平不高，
容易不遵医嘱，我也会用通俗的语言耐心
解释，争取患者的理解。”徐艳娟表示，“耐

心沟通”是与患者的相处之道。看诊时，接
诊一个中年人可能需要花费十分钟时间，
而给老年人看诊则可能花费二三十分钟时
间，对待患者，徐艳娟一视同仁，用细致和
耐心服务好老年患者。

给患者家一般的温暖
近期，刘先生因病重进入北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综合病房进行保守治疗。住
院期间，综合病房的医护人员在全力治疗
的同时，也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刘
先生的女儿回忆，有一次，为完成父亲心
愿，她向中心申请让父亲短暂出院与家人
一起吃饭。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虽然已办
好手续签好责任书，但在刘先生离院的短
短一个多小时里，科室医生两次来电询问
刘先生的身体状况，确保他的健康安全。

在科室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及照顾
下，刘先生的病情有了好转，至今仍在综合
病房住院治疗。“感谢关心关怀我父亲的每

一位科室医护人员，你们的专业素养和热
情态度让我的父亲重燃了生的希望！”

多年来，综合病房带给患者家一般的
温暖，不少患者把科室医护人员当作家人
看待。年过七旬的谢阿姨是一名从外院
转入的急性心功能衰竭患者，在科室医护
人员的照料下，她摆脱了气促、夜间无法
平卧的烦恼。“谢阿姨是一个很活泼的人，
住院期间也经常买新衣服穿。”凌冬萍说，
谢阿姨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
过生日时，还特意买来一个生日蛋糕，邀
请科室的医护人员和她一起庆祝生日，整
个综合病房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凌冬萍表示，虽然该中心综合病房主
要服务社区居民，但多年来，科室口碑口
口相传，有不少其他社区甚至是外市的患
者都前来就诊。未来，科室仍将立足社
区，在服务好就诊患者的同时，积极做好
社区的公共卫生服务，提高社区居民健康
素养。

蓬江区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综合病房的前身为眼科病房，主
要收治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患者。
2012年6月，为更好地满足社区
居民的住院需求，提高住院体验，
该中心对原眼科病房进行扩建，改
造为综合病房。

从2012年至今，陪伴综合病
房一路走来的，是医疗办公室主
任、院长助理徐艳娟和综合病房科
室主任凌冬萍。在这12年间，以
她们为代表的科室医护人员见证
了综合病房的发展，用温情和大爱
陪伴着无数患者度过住院时光。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张泽彬
通讯员 徐艳娟

蓬江区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综合病房

立足社区 用心服务

“这辈子能当上中医师三生有幸”“感谢上天给我这个机会
为患者服务，负起救死扶伤的任务，此生当全力以赴，不负上天
的恩赐”。这是张永福在他编写的《中医妇科临证要诀》《中医
师临床手册》二书中的自序，也是他将中医视为一生追求的生
动概括。

时间回到41年前的一个晚上，张永福看见同事在看中医
典籍，信手拿起一本看看，越看越有趣，从此就喜欢上了它。为
了当上一名中医师，他自1983年开始自学生涯。彼时他在中
国台湾有稳定、高薪的工作，但他毅然决然走上了中医的道
路。2012年他顺利考上广州中医药大学读中医硕士，独自一
人从台湾到广州求学，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执业中医师。

张永福擅长妇科、内科，在门诊中，经常会有月经不调、不
孕不育的患者来就诊，他总是微笑地倾听患者的诉求，望闻问
切后对症下药。在他的桌子上，还有一个问诊群的二维码，方
便前来就诊的患者随时通过微信群沟通，有时候他也会分享一
些中医知识、疑难杂症。

今年5月，有一对结婚两年的夫妻，但女方一直没怀上，经过
诊断和调养，女方成功怀孕，她的丈夫夸赞张永福“真的太厉害
了，中医好神奇”！还有一位7岁男童，平时容易出大汗，在脖子、
腋窝、膝腘窝等部位出现整片皮炎，类似牛皮癣，一到夏天病情更
加严重，晚上痒到睡不着，痛苦不堪，经诊断下一次药后复诊，已
经好了八成左右，八月中旬复诊时，已痊愈，家属欣喜万分。

在张永福的从医生涯中，这些令人感动、开心的瞬间时常
发生，也成为他坚持走中医道路的动力。“患者疗愈后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 张永福说，希望继续
用中医服务好患者，“干到干不动的那天”。

正如他编写的《中医妇科临证要诀》《中医师临床手册》二
书，书中全是他的经验积累，他希望能把所学及临床经验传给
后人，继续将中医发扬光大，惠及更多患者。

张永福
以救死扶伤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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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甲医院到中医诊所，从妇科领域到大内科调理……从
医15年，曾颖怡用行动践行医者仁心，在中医领域不断深耕。

与医学结缘，缘于一场疾病。当时读初中的曾颖怡因为
生病住院，医生的悉心诊治，让她感受到了医者的伟大，也令
她萌生了学医的兴趣。“当时觉得读医有一定的挑战性。”喜
欢挑战的曾颖怡从那时便立志要当一名医生，服务社会、帮
助别人。后来，曾颖怡如愿成为一名中医妇科医生。15年
的从医经历，让她积累了丰富经验，如今她擅长以中西医结
合方法治疗盆腔炎性疾病、痛经及顽固的阴道炎性疾病。

曾有一位多囊合并不孕的患者来诊。因患者的多囊指
标居高不下，同时求孕心切，曾颖怡便以西医为主、中医为辅
的方法治疗，希望内分泌环境好转后再促排卵。三个多月
后，患者内分泌环境虽已有所改善，但还没达到曾颖怡的促
排要求，然而，患者的丈夫却强烈要求尽快促排。无奈之下，
曾颖怡试着提前促排。其后患者成功受孕，但由于多囊环境
未得到完全改善，患者最后生化妊娠了。曾颖怡一直惦记着
这事情，但患者却未再就诊。直至两年后的一天，该患者又
重新找到曾颖怡，望能继续接受曾医生的诊治。

“我觉得很惊讶，毕竟当年有点不欢而散，没想到患者又
重新找到了我。”辗转多家医院，患者一直未再受孕，如今，他
们把曾颖怡当成最后的希望。在曾颖怡的调理下，患者成功
受孕，其后足月分娩。

“真的觉得很开心，医患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同时也说明
了中医的神奇之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不辜负病人的信
任。”曾颖怡感叹道。

随着临床经验的积累、中医理论领悟的深化，曾颖怡的主
攻病种也不再局限于妇科，而是稳步向大内科方向拓展。“知识
筑起希望，希望照亮健康。”这是曾颖怡刚参加工作时想到的一
句话，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依然给她无穷的力量，直至永远。

天辅安中医馆

潜心中医 筑梦基层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天辅安中医馆，每一次耐心细致的问诊、每一张严谨审慎的处方，都记录着中医师们在中医典籍

中的浸润传承、在行医实践里的积淀成长。他们酷爱中医事业，用心传承祖国医学，发挥中医优势，护佑百姓健康。
“医德高尚”“仁心仁术”“神医妙手”“医者仁心”……无数句称赞和信任汇成了天辅安中医馆的立身之本。近日，记者走进天辅安中医馆，记录下他们潜心中

医、筑梦基层的行医故事。
文/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通讯员 邹雄杰 图/何雯意 梁爽

国际中医师、国际针灸医师、疑难病特技名师、儿科专
家、全科中医师……在全汉权身上，有着众多响当当的
名誉。名誉加持背后，是他从医49年来，坚持一线临床坐
诊、积累丰富临床经验的生动体现。75岁，本是颐养天年
的年纪，但在老中医全汉权的眼里，更要“博学、多思”，他
深耕中医领域，从未停下追梦的步伐。如今已经75岁的
他还是坚持坐诊，竭尽所能为患者解除病痛，不少患者慕
名而来。

出身于中医世家的全汉权从小就浏览中医著作，父亲
的几本中医书他读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当时他跟着父
亲治病救人，开始了艰难的中医实践，这也在他心中埋下
了梦想的种子，直至今日长成参天大树。

全汉权擅长中医治疗肿瘤、不孕不育、儿科等杂病。
尤其近十年来，他把精力集中到防治肿瘤方面，每年参加
国家级肿瘤学术大会，向全国各名中医学习，不断提高自
己的技术水平。许多被下了“最后通牒”的癌症患者，经他
治疗后，病情得到控制，甚至好转。“本来我爸爸已经被诊
断活不过一年，但是现在已经六年过去了，爸爸还在我们
身边，真的非常感谢全医生。”陪着父亲前来就诊的周先生
表示。

像这样延长患者生命线的案例并不在少数，不少患者
从广西、湖北、湖南、港澳地区甚至美国慕名而来。“当面对
受癌症折磨痛苦不堪的病人，因为我的治疗而改善，露出
笑脸时，我的内心也是极度欣慰的。”全汉权表示。

现在的全汉权依旧保持勤学善思的学习热情，时常对
中医知识温故而知新。在他看来，中医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中医名家荟萃，书籍汗牛充栋，因此要不断学习，
了解各家学派观点，认识更多疑难病症，才能更好地治疗
疾病，为患者健康服务。

在天辅安中医馆江侨馆，马伟丽正在给患者把脉，但
区别于传统的中医把脉方式，她让患者把双手放在桌上，
运用手表记录时间，一边号脉一边在纸上记录着患者
的“脉诊记录图”。这是马伟丽运用的独特方法——李氏
长桑君脉法，以脉法诊断内科常见疾病，评估人体健康状
况，凭脉用药用针，能够帮助患者更有效地恢复健康。

“中医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学科，需要不断学习、
积累经验。”马伟丽今年41岁，小时候，她常听母亲讲
述村里一位医生，那位医生用他的医术为村民们解除
病痛，这让年幼的马伟丽心生敬仰，立志长大后也要成
为一名医生。后来，她顺利考上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西
医临床医学专业，并进入一家二甲医院工作。工作中，
她有缘接触了李氏长桑君脉法，便一直跟随长桑君脉
法创始人李树森教授进行学习，在临床运用中更发现
中医的神奇独特之处，越来越坚定自己学习、运用中医
脉法治病救人的决心。

今年5月，马伟丽遇到了一个紧急病例。57岁的
陈先生突发头晕心悸，当时血压高达220/99mmHg，
心率112次/分，自行服降压药后不缓解，朋友便搀扶
他到附近的诊所就诊。面对这种情况，马伟丽迅速对
患者进行查体，排除了急性脑血管意外和急性冠脉综
合征，予耳尖、商阳穴放血，之后通过把脉辨证，给患者
进行针灸治疗，患者情况逐渐好转。半月后，马伟丽在
诊所遇到前来谈工作的陈先生，陈先生当着众多患者
的面称赞：“马伟丽医生中医技术了得，针灸很厉害！”

“能运用中医的方法解决危急症，心中是雀跃的、
惊喜的，也坚定了我继续努力学习中医脉法利益众生
的信念。”马伟丽表示，会继续努力学习脉法，为患者解
除病痛。

马伟丽
用中医为患者解除病痛

患者的认可
是走好“医路”的动力

朱正君投身医学事业的契机，源于他
在家乡为母亲买药治病的经历。朱正君
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母亲多病，患有慢
性咳嗽和顽固的呃逆。朱正君为母亲购
买了一瓶中成药，母亲才服用了半瓶，长
期缠身的疾病就被治好了。“当时我觉得，
医学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学科。”朱正君说，
正是这次经历，让他立志走上医学这条道
路。

学医虽然很辛苦，但也带给了朱正君
很多乐趣。“比如，不少看似普通的东西实
际上可以用于治病，且效果立竿见影；通
过精心护理，一些严重的疾病也可以得到
很好的恢复，这让我感受到医学的博大精
深。”朱正君说。

1989年，朱正君在湖北中医药大学

附属医院中医外科实习。有一次一名渔
民在打鱼时被虫子叮伤脚背，伤口被感
染。“患者来到医院就诊时，腿部肿胀，脚
背大片糜烂，伴有40℃高热。经过西医
检查，患者需要截肢，否则生命难保。”然
而，截肢意味着无法捕鱼、失去收入来源，
因此渔民极力反对截肢。

该院收治渔民后，当时还是实习医生
的朱正君仔细为渔民清创，并进行中西医
结合治疗。三天过后，渔民的高热、肿胀
开始消退。朱正君的用心医治，帮助渔民
保住了腿，进行植皮后，渔民完全康复。

患者的认可，是推动朱正君坚持走好
“医路”的动力。有时在路上遇到收治过的
患者或其家属，朱正君总能收到他们温暖
的感谢。一次，他在电梯里与一位婆婆相
遇，婆婆立即对与她同行的人说：“这位是
朱医生，他救过我孙子一命！”那是发生在
二十多年前的一次诊疗，朱正君记忆犹

新。当时，患儿40℃高热，焦急的家属带着
患儿到外院就诊，但医生未能找到病因。
朱正君接诊患儿后，具有诊疗相同疾病经
验的他一眼看出，患儿高热的病因是“川崎
病”。经过简单治疗，第二天，患儿顺利退
热。“听到来自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感谢，我
心中也充满了自豪感。”朱正君说。

不断开拓创新
服务五邑侨乡人民

在朱正君看来，作为一名医生，救死
扶伤、治病救人是本分，同时也要兼顾对
患者的人文关怀。在就诊过程中，患者及
家属经常会存在一些疑问，朱正君除了一
一耐心解答外，还针对他负责诊疗的疾病
类型列出注意事项，打印出来分发给患者
及其家属，帮助他们更全面地了解相关知
识。

2007年至今，朱正君担任江门市皮

肤医院院长。在朱正君的带领下，江门市
皮肤医院始终坚持走“预防为主、防治结
合、综合治理”的道路，服务五邑侨乡人
民。近年来，江门市皮肤医院不断开拓创
新，新增火疗、药浴等中医中药特色皮肤
病治疗，设立银屑病专科门诊、痤疮专科，
医疗美容中心引入设备开展新技术……
一个个举措，彰显着“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理念。

“今后，江门市皮肤医院将朝着三级
专科医院这一方向不断前行。”朱正君表
示，一方面，医院将把皮肤病的诊疗做得
更精更细，“专科专病”精细化发展，充分
满足患者的就诊需求；另一方面，医院将
着力提升配套综合实力。“就像建一座大
楼，如果地基不够宽大、结实，也就无法建
得更高。”未来，江门市皮肤医院将奋力前
行，继续为守护五邑侨乡人民的健康作贡
献。

江门市皮肤医院院长朱正君志在杏林终不悔

三十一载从医路 温暖无数患者心
朱正君是江门市皮肤医院院长，从他踏入医生这一职业至今，已

经走过了三十一载。在这段漫长的“医路”上，从不缺乏精彩的故事，
同时也充满了与患者之间的温暖互动，今天，让我们走进江门市皮肤
医院，了解朱正君的“医路”故事。

江门日报记者 张泽彬 通讯员 柯建良

全汉权
深耕中医领域近50年

曾颖怡
不负信任守护患者健康

医护人员在查房。

朱正君下基层科普健康知识朱正君下基层科普健康知识。。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