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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到底
不破楼兰终不还

初见王云乡，只见他看起来比新入职

的年轻医生大不了多少。事实上，已在医

学路上摸爬滚打了 18 年的王云乡，是市一

医心内科的一员“老将”了。

高考前，向往机械专业；高考后，填报

了医学专业。王云乡就这么“歪打正着”地

踏上了从医路。2000年从江西医学院本科

毕业，2007 年从浙江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毕

业，2012-2013 年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进修，18年来，王云乡与医学

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竭力为病人解除病痛的同时，王云

乡一直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提供便

利？有一次，一名基础疾病较多的病人因

心律失常入院治疗。治疗过程中，病人认

为自己反复就医给家人增添了不少麻烦，

产生了放弃治疗的想法，王云乡耐心开导，

最终成功进行了手术。

因该病人基础疾病较多，在其好转出

院后，王云乡仍与他保持联系，为他解决隐

忧。病人也总是习惯性地到医院找他、给

他打电话。记者不禁要问：“经常接到病人

的电话，不烦吗？”王云乡坦言：“工作电话

多了确实会对生活有所影响，但医生的几

句话就能帮助病人打消疑惑，让他们少走

弯路，还是值得的。”

“都说‘最多跑一次’，如今信息获取便

捷、传播迅速，医生也应该尽量让病人少跑

路。”基于这种考虑，每每遇到门诊病人需

要检查时，王云乡总是让病人留下微信号，

让那些病情相对稳定的病人完成检查后先

回家，利用医院微信公众号查询检查结果，

医患之间通过微信联系，王云乡诊断后及

时提出后续治疗建议，避免病人在医院焦

虑地等结果、找医生。

从医路上艰难险阻，医生也难免会打

退堂鼓，但王云乡说，身为医者，还是要以

坚强的毅力与病魔奋战。采访最后，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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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用所学治病救人

潘一帆出生于1985年，2008年从温州

医 学 院 毕 业 后 加 入 市 一 医 心 内 科 ，

2016-2017年曾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进修学习。

为什么学医？潘一帆说，自己小时候

身体不是很好，在医院看到治病救人的叔

叔阿姨们，就对这个职业产生了向往。当

自己真正当了医生，他也在思考：医生的价

值在哪里？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潘一帆很受触

动。前不久，一名急性胸痛患者被紧急送

到市一医胸痛中心。手术中，患者心脏骤

停，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潘一帆似乎听

见一个声音在说：“放弃吧，除非奇迹发

生。”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再坚持一下，

再努力一点，患者还有可能活过来。”抢救

团队没有放弃，而奇迹也真的发生了。经

过坚持不懈地抢救，患者恢复了心跳，术后

被送往ICU继续治疗直至康复。

回忆起这名患者，潘一帆在心有余悸

的同时，也更明白了医生的职责所在：“市

一医胸痛中心成立至今，共接诊了 1200 多

例患者。对于这些患者而言，抢救时间越

短生存希望越大。我们越努力，病人活下

去的机会就越大。当我们实实在在地为患

者挽救生命、解除痛苦，那是无法言说的自

豪感和成就感。”

这种自豪感和成就感还来自患者时时

刻刻的“惦记”。曾经，市一医心内科收治

了一名50多岁的心绞痛患者。因信息了解

不畅，患者刚开始并不积极配合治疗。潘

一帆得知后，详细地告知患者和家属诊疗

方案及潜在风险，一丝不苟地做好术前准

备。最终，潘一帆的真诚赢得了患者的信

任，患者积极配合成功完成了手术。

“几年过去了，我和这名患者仍时常联

系。每到夏天，他总是从自家田里摘点葡萄

带到医院来。”潘一帆说，医生与许多患者就

这样从医患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他也希望

自己不忘初心，坚守当初许下的从医誓言，继

续用自己的所学、所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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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梦楚

全力以赴
只为保患者平安

与潘一帆一样，朱振忠同样出生于

1985 年。“念初中时，家人不幸骨折。当时

我想，如果我能当医生，帮助家人、帮助别

人解除病痛就好了。”原先，这个念头只在

朱振忠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直到 2004 年，

他考上了山东潍坊医学院，正式走上了学

医路。

2009 年，朱振忠毕业后加入市一医心

内科大家庭。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收到锦

旗的场景，那是 2018 年夏天，一日，正在值

班的朱振忠被拿着锦旗的患者家属团团围

住，锦旗上面写道：“感谢人民医院朱振忠

医生，医德高尚、妙手仁心。”

原来，一日朱振忠上完夜班正准备回

家，恰巧遇到因突发眩晕被家属紧急送往

市一医心内科治疗的患者。详细询问病

史后，朱振忠得知该患者已是 95 岁高龄，

患重度房室传导阻滞已有 31 年并安装了

心脏起搏器，14 年前因起搏器电池耗竭在

杭州一家医院更换了起搏器。根据心电

图等检查，朱振忠确诊该患者为起搏器电

池耗竭。

因患者病情危重急，朱振忠立即打电

话向轮休在家的心内科主任赖长春告知病

情。赖长春了解情况后立即回院支援。手

术中，患者多次发生室颤（即心脏骤停），幸

亏心内科团队抢救及时，几次将患者从生

死边缘拉回。考虑到普通起搏器只能解决

心率慢的问题，不能排除再次发生室颤的

可能，抢救团队与家属协商后决定为患者

安装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手术成功

后，患者再也没有眩晕和室颤发作，家属别

提有多高兴了。

市一医胸痛中心成立后，王云乡、潘一

帆、朱振忠作为心内科值班医生每天 24 小

时候诊，比起以往又加大了工作量。“尽管

医生的工作确实很辛苦，但看到一个又一

个在生死边缘的病人转危为安，想着医生

少睡几个小时，可能性命垂危的病人就抢

救回来了。这么一想，就觉得一切辛苦都

是值得的。”朱振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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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救心人”托起“心”希望
——记“浙江省县级龙头学科”市一医心内科骨干医生

因患者通常病情危急重，心内科（心血管内科）被称为距离死亡最近的科室；因时常与死神搏斗，该科医护人员被称为距离
死神最近的人。作为省县级龙头学科，市一医心内科现有8名医生，其中金华市名医3名、主任医师4名、副主任医师2名、主治
医师4名。近日，记者走进市一医心内科，采访该科3名骨干医生——科室副主任、主任医师王云乡，主治医生潘一帆、朱振忠，
看他们如何在实践中挑战“生死时速”、提升患者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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