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忆病房：
让消除记忆的橡皮擦慢一点，再慢一点

2024 年 12 月，市人民医院组建了

全市唯一的认知障碍专病病房，共有 60

个床位。正式启用时，团队还为病房起

了一个温暖的名字——记忆病房。

实际上，阿尔茨海默症属于慢性

病变，目前很难治愈。“如果记忆的橡

皮擦不能停止，至少可以让它擦得更

慢，这就是记忆病房努力的方向。”护

士长周慧介绍。

走进记忆病房，别具巧思的设置

随处可见。

为了让老人走出病房参与集体活

动，实现社会功能重建，特地在护士台

对面开辟了一大块活动区域。这里不仅

放着电视，还有一对半个人高的可爱玩

偶，常常“扮演”老人的孩子、孙女。

为了方便老人“回家”，每间病房

门口，用二十四节气代替了床号。“我

住‘谷雨’。”“我回‘立秋’。”……自从

病房门口换上了他们熟悉的节气，走

廊上很少再有老人“迷路”了。

为了激活老人残存的认知功能，这

里摇身一变，成了“幼儿园”。手工作品展

示墙，日历、时间学习表，材质、纹理各不

相同的触摸墙，通过日复一日的视觉、听

觉、触觉等感官刺激，完成认知训练。

为了帮助老人找回记忆，在走廊的

尽头，还藏着一处展示上世纪50年代的

老物件的区域，老人可以坐在藤椅上，

回忆往昔的照片和故事，重拾记忆。

护 理 团 队 用 数 不 尽 的 温 暖 的 细

节，贴心地保护着这些丢失了记忆的

老人。

同时，周慧提醒广大市民，随着年

龄的增长，记忆力下降、不能独自处理

生活事务，甚至忘记亲人，忘记自己等

症状，往往会被误认为是正常的衰老

表现。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是阿尔默茨

海默症在敲响警钟，建议及时带他们

到医院老年病科检查，通过早期识别、

科学干预，有可能实现认知功能的逆

转或保持稳定，避免发展到痴呆状态。

老年病楼里的“专”字号护士
——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护理团队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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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病科护理团队：
一支24小时都在“风口浪尖”的队伍

株洲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是集

临床医疗、护理、保健、康复、教学、科

研为一体的湖南省重点专科，整个老

年病楼共 6 层，其最为显著的优势就

是依托多学科诊疗团队，为患者开展

老年综合评估，并根据结果制定个体

化治疗方案，实现大部分老年患者在

这栋楼里就能得到有效医治，避免奔

波于各个专科辗转就诊的目的。

因为楼里接收的都是多病共存

的老年患者，所以存在不少共性，比

如发病急、变化快、病情复杂、危险

性大。而日均 1 万步，弯腰俯身上百

次，则是老年病科护理人员的工作

标配。可以说，这是一支 24 小时都处

于“风口浪尖”的队伍。

“工作节奏快只是一方面，我们

还要面对患者及家属的种种需求和

情绪。看着照顾很久的老人被病痛折

磨，我们的内心也很煎熬。”老年病科

护士长周慧说道。

为了帮助护士缓解压力，调整心

态，医院暖心地策划了多期活动。3月

19日下午，医院会议室因为“公主请开

心——护士专属解压日”活动焕然一

新，漂亮的皇冠头纱、轻松的互动游

戏、令人惊喜的小礼物，护士们笑着、

闹着，高呼：“今天不当班，只当小公

主。”

快乐的护士才能提供更好的护

理服务。护士小李说：“有种被医院

‘宠’上天的感觉，充满‘电’，我们也

更有精力照顾患者，更有动力坚守岗

位了。”

老年重症病房：
一扇门背后的人文关怀，化亲情守护为“隐形药方”

提起重症监护病房，那扇紧闭的门令人

印象深刻。门外是焦灼度日的家属，门内是

与死神抗争的病人。而在市人民医院老年重

症病房，那扇“门”被打开了。患者家属可以

守在床旁，与医护人员一同陪伴患者“闯

关”。

这一创新举措，不仅让患者感受到了

家人的温暖，也为治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70岁的晏奶奶突然出现发热、咳嗽、咳

痰、胸闷、气促、血氧饱和度锐减至 70%，被

送进市人民医院时，情绪紧张不安，抗拒治

疗。老年病科立即组织老年重症、心血管内

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临床药学等科室

开展多学科会诊，综合评估了老人的情况

后，将其转入允许家属陪护的老年重症监

护室。有了女儿陪在身边，老人的情绪逐渐

缓和，后续治疗得以顺利开展，仅用 9 天时

间就康复出院了。

亲情陪护带来的积极影响不止于此。

治疗过程中，护士还会手把手地教患者家

属翻身拍背、功能锻炼等护理要点，为患者

出院后的康复奠定基础。

护士长周慧介绍，亲情陪护制度是团

队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做出的人文关怀创

新实践，实行 2 年多以来，收获了家属的好

评，也成为了助力患者康复的一份隐形“药

方”。

安宁疗护病房：
有生命在这落幕，有生命在这续写

2023 年 12 月，医院顺利通过湖南省安

宁疗护标准病房评审验收。2024 年 5 月，医

院牵头成立“株洲市老年医学会安宁疗护

专业委员会”，今年 4 月，医院成为湖南安

宁疗护远程多学科协同联盟委员单位。关

于如何更好守护生命的“最后一公里”，老

年病科护理团队既有经验，也有成绩，还有

故事。

龙慧护士是这里的骨干护士，她与患

者康阿姨相识时，老人已经病重。2 个月无

微不至的照顾，老人对龙慧除了喜欢，还有

满满的信赖。一次查房后，老人满是期待地

说道：“小慧慧，我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到

时候你能不能像家人一样，和我女儿一起，

送我一程？”龙慧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给了

她肯定的回应。

然 而 ，就 在 龙 慧 清 明 节 回 茶 陵 祭 祖

时，康阿姨的情况急转直下。她没有丝毫

犹豫，一路驱车赶回医院，陪伴老人走完

了最后一程。

有生命落幕，也有生命续写。

80 岁的周爷爷，确诊糖尿病 10 余年，3

月前病情急剧恶化，左下肢溃烂、肾功能不

全，经历血液透析治疗后，仍面临感染、多器

官功能损伤等危机。

来到市人民医院后，考虑到老人合并

有急性脑梗死、冠心病、高血压等多种慢

性疾病，家属希望转入安宁疗护病房，寻

求保守对症照护，让老人在最后的时光得

到温暖照护。

然而，老年病科医护团队没有“放弃”，

而是以“生命至上”的信念，为老人制定个

性化综合治疗方案。

每天早晨，护士轻轻来到老人身边，细

致换药，观察创面变化，维护好各种管道

后，还不忘鼓励、安慰老人。

奇迹在大家的坚持下发生了。老人不

仅退烧了，有精气神了，最令人惊喜的是，

原本被评估“预后差”的糖尿病足，也在持

续的精心治疗下得到有效控制，溃面逐渐

愈合。

家属表示，这次成功的治疗，刷新了他

们对“安宁疗护”的认知。“它不仅是临终关

怀，更是以专业医疗技术为基础，结合人文

照护，为危重患者争取转机的生命守护。”

家属说道。

▲老年病科护理团队合照。通讯员供图

▲记忆病房的工娱治疗有助于延

缓老年人记忆减退进程。通讯员供图

▲为了保证护理效率，及时处理

各种突发状况，这里的护士人手一台

无线对讲机。

▲护理团队查房。

在市人民医院的老年病楼里，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时刻在与时间

赛跑，与病魔交锋，在压力中坚守，在创新中前行，用爱与专业守护着

老年患者的健康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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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廉说

史鉴

警惕“作风病”
争做“栋梁材”

近年来，全国查处的年轻干部“四风”问题数量呈增长态势，一
些人“前脚刚踏上仕途，后脚就步入歧途”，令人痛心、引人警醒。有
的纪律意识淡漠，认为行个职务之便，吃点、收点，既上不了纲，又
触不了法，没有什么大危害，最多算生活小节。有的享乐思想严重，
热衷于吃吃喝喝，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中逐渐丢掉初心、迷失自
我。有的担当作为不够，认为工作过得去就行，深入基层少、掌握情
况不足，抓工作简单机械、脱离实际。有的群众观念弱化，对待群众
缺乏感情、不负责任，漠视群众疾苦，甚至利用手中权力贪占、侵害
群众利益。

年轻干部生逢伟大时代，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生力军，必须
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增强本领，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担的栋
梁之材。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年轻干部更要注意涵养优良作风，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新风貌、
新担当、新作为。

良心不打滑，车轮才不会跑偏！从爷爷那辈传下来
的话，一直是家传的座右铭，成为影响着三代人的家风。

时光退回几十年前，爷爷还生活在农村。一个偶然
的机会，习得一些文字的爷爷被聘为公社学校民办教
师。爷爷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待工作非常认真。那年家
里修猪圈，奶奶想让爷爷在学校找一小捆铁丝，被爷爷
严词拒绝。爷爷说：“公是公，私是私，做长辈的要从小给
孩子当好榜样。”

爷爷严格要求自己，对孩子也一样。父亲 12岁那年，
在地里收割稻谷时，看见旁边地里停着一辆运稻谷的自
行车，车筐里放着半包香烟。也许是一时好奇，父亲把半
包香烟揣进了裤兜。

那天傍晚，当爷爷在暮色中找到父亲时，他正躲在
一道山梁后面，用火柴点燃人生第一支烟。爷爷非常生
气，冲上来一把夺过父亲手里的香烟，揉碎扔进了沟里，
爷爷把父亲拉回家，指着院子里那辆糊满泥浆的二八自
行车对他说：“你要记住，车轮子歪了还能修，良心歪了
可就扶不正了。”

这句话成了父亲的胎记。做人凭良心，做事讲诚信；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德之人必有余荫。在以后的岁月
里，父亲一直牢记爷爷的教诲，后来他进城当上了出租
车司机，也一直对照要求把牢人生的方向盘。

父亲刚到县城那年，就租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
他差不多24小时都在车上，冬天盖一件棉衣，夏天舍不得
开车上空调，当时就想多挣钱，尽快把租车的贷款还了。

一天傍晚，三名急匆匆的乘客坐上了父亲的出租

车，目的地是 10 公里外的一家医院。把乘客送达后父亲
又回到县城继续忙碌，在整理车容时，发现后边座位上
有两只鼓胀的黑色皮包，打开一看全是崭新的钞票，一
数足足 46800元，父亲一惊，一下就想到了那三名急匆匆
的乘客。

当父亲驾车赶回医院时，刚才的三名乘客正焦急万
分，原来他们拿钱是来帮病人缴费的，此刻正不知如何
是好。拿着父亲递上来的黑色皮包，三名失主激动之余
拿出一沓钱表达谢意，被父亲婉拒了，他觉得做了一件
应该做的事情。

另一年的平安夜，一名外地乘客将一台笔记本电脑
和 1.8万元现金遗落在副驾的地垫上。父亲判断，这名外
地乘客大概率入住了县城的宾馆，于是一家一家寻找。
当他终于敲开乘客宾馆的房间时，乘客大脑还一片空
白，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

父亲开了 20 多年出租车，行程 100 多万公里，车辙
所过之处，留下了许多善心善举。

一年冬天，父亲开车经过一个乡镇，得知一个 6岁的
小孩子掉进了旁边的蓄水池。凑近一看，蓄水池泛着诡
异的墨绿色，散发着刺鼻的怪味，而小孩子已不见了踪
影。父亲没有细想，脱下外衣纵身跃入蓄水池中，深秋的
寒凉透彻骨髓，恶臭的池水熏得人头晕眼花，但父亲咬
紧牙关，硬是靠双手摸索到了孩子，当把孩子救上来时，
父亲虚脱得差点爬不上岸，而双手的指甲缝里也渗出了
血珠……

家里珍藏着无数面送给父亲的锦旗：有元宵夜开车

闯红灯救孕妇拒收红包的，有高考时免费接送残疾学生
去考场的，还有一时想不通轻生的年轻人……父亲都尽
力帮助了他们。父亲常说，要做有益社会、给他人带来温
暖的人。

现在，我和兄弟也走进了社会，父亲逢人就说：“大
娃当老师，把‘良心不打滑，车轮才不会跑偏’的道理讲
给孩子听；二娃搞新能源汽车研发，以后要给我造辆善
心永动的出租车。”

而我们想说，是良好的家风孕育了我们，无论何时
何境，都要做一个积极温暖，作风正派的人，让前行的车
轮，永远不要跑偏。

徐特立：“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马立明

近读《坚强的老战士——徐特
立画传》，我被这位老战士的“革命
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精神
深深打动，对他严于律己、艰苦朴
素的作风深感敬佩……

1909 年，为“开发民智”，徐特
立在长沙修业学校作报告时，当场
断一指为赴京请愿的湖南代表送
行；1919 年，42 岁的徐特立已是湖
南教育界很有声望的教育家了，但
他积极地加入了蔡元培发起的赴
法勤工俭学；1924 年，留法归来的
他在长沙创办女子师范学校并兼
任校长。有次学校买了几十个新
制便桶，新制便桶须上桐油后才能
使用。可同学们又急需要用，他不
等油匠工来亲自动手，同学们看了
都围拢过来帮忙，不多时就把几十
个新制便桶给上油好了。

1927 年，当大革命失败的时
候，徐特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34 年 10 月，他又以 57
岁高龄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
征，是红军队伍中年龄最长者。按
规定，徐老配有一匹马，但他总把
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天天走路。
据统计，在长征途中，徐老骑马顶
多不过 1000 公里。故此在红军战
士中编出了这么两句顺口溜：“徐
老徐老真是好，不骑马儿跟马跑。”

徐特立先生自 1905 年离开家
乡，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他与结
发妻子熊立诚聚少离多。但他们
相濡以沫，相互支持，始终保持坚
贞不渝的爱情。直到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两人才得以在北京团聚。

1937 年，徐特立以时任八路
军驻湘代表回到湖南。消息传来，
徐夫人带着全家长幼赶来长沙。
可一贯坚持以“工作第一”的徐老
托人告诉老伴，等他忙完后再见。
直至深夜，他们才得以见面。好在
夫人极为理解地说：“你为国事忙，
我为家事忙，各自忙好。”徐老听
了，十分高兴。

1952 年，熊立诚因病住院，旁
边的人建议他找公家报销一部分
费用，可徐老说：“她是家属，我有
薪金可以养她。”他还对身边的孙
女说：“革命前辈总是把革命利益

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和
个人得失。他们考虑的不是从国
家和社会那里取得什么，而是自己
要为国家、为社会贡献什么。”你看
看，多么无私自律的老人啊！

同年，中央决定为徐特立盖几
间房子以便接待群众、保存图书资
料。徐老知道后硬是不肯，他说：

“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
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
财呢！”后来硬是住不下了，有关部
门坚持盖了几间，但费用是原计划
的一半。即便这样，徐老总说钱花
多了。

1954 年 8 月，徐特立当选为湖
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
月，他以这个身份出席了第一次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常务委
员。按规定，应给每位代表补助
150 元，可徐老收到后不但退回，
而且还让秘书回信：“我每月有薪
金，人民代表应该为人民办事，不
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以后不要再给
我寄这笔款了。”

1957 年，徐特立八十大寿，他
的亲朋好友计划自费庆贺，可徐特
立认为：“咱们国家还很穷，这么大
吃大喝，不是给我徐特立抹黑吗！”
此时正好湖南要开人大会，他借此

“逃”了出来。可到了长沙，他的亲
朋故旧更多，做寿的排场更大，于
是他开完会买了张去广州的票，故
而他的八十大寿是在列车上度过
的。

徐特立先生一生不抽烟不喝
酒，每天清茶一杯，衣着也很朴素，
仅有一双皮鞋和一套呢制服，只是
外出活动时才穿。1968年 11月 28
日，91 岁的徐老因病去世。他在
弥留之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都交
给了组织，并对孩子们说：“你们应
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
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难怪，徐特立在七十岁生日
时，朱德老总称他：“你是一个老怪
物。”意思是说，你徐老不仅是位具
有非凡毅力的革命老人，同时你的
精神和行为，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周恩来同志则称赞他是“人民之
光，我党之荣”。

车轮上的良心
杨力

爱“廉”说栏目，向社会广泛征集文艺作品
（散文、随笔、纪实、评论、小小说等）并择优刊
登。栏目围绕“廉洁文化”主题，弘扬清风正气、
厚植廉洁底蕴，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讴歌廉洁人
物与事迹、挖掘清廉家规家风家训背后的故
事，以及与廉洁文化建设相关的健康向上、格
调高雅、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备的各类作品。字
数以 1000- 1800 字为宜，稿件请发送到
47504706@qq.com。

征稿启事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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