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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天的门诊、手术、开会，3月22日20时，李锦
还在病房里忙碌，面对患者和家属的各种疑问，他耐心解
答，一旁的徒弟专注地听着……这是李锦在昌吉州中医医
院工作的常态。

2021年8月24日，福建省老年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
李锦经过组织选派，来到昌吉州中医医院担任内一科主任，
负责患者救治、医术传授、院务管理等工作。来到新的岗位
后，他努力克服水土不服、气候不适应、饮食不习惯等困难，
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医疗帮扶、传
播健康理念，用援疆初心和医者仁心守护患者健康，填补受
援地医院技术空白。

走进李锦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面写着“圣洁
心灵施恩路 妙手回春除病魔”的锦旗，李锦向记者讲述了
这面锦旗背后的故事。2021年11月8日，一位78岁的患者
来到医院，他告诉李锦，自己总是感觉心慌、气短、浑身乏
力。“医生建议我安装心脏起搏器，但是我年龄大了，害怕做
手术，还担心负担不起高额的手术费。”听完患者的讲述后，
李锦为患者重新调整制定了手术方案，优化选择材料，为其
减免材料费近8000元。这位患者打消顾虑后，愉快地接受
了手术。术后，患者恢复良好，为了感谢李锦，他送来了这
面锦旗。

“作为援疆医生，积极引进前沿技术、提升科室医疗水
平、改善患者治疗体验是我们当仁不让的责任。”李锦是这
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21年12月22日，李锦与昌吉州
中医医院内一科主任桂亮共同协作，完成了该院首例无导
线起搏器植入手术。次日，76岁的患者杨大爷即可下床活
动，并且呼吸顺畅，不再有乏力感。李锦介绍说，首例无导
线起搏器的植入填补了昌吉州中医医院在起搏技术上的一
项空白，这项创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将让更多患者获益。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李锦每星期都要到心内一
科、心内二科和CCU病房查房，他积极与受援科室同事开
展病例讨论，不遗余力地发挥“传帮带”作用。他还不断修
正工作流程，向医护人员传授新知识、新技术。

转眼间，援疆已有一年半时间，除了忙碌的工作外，李
锦最牵挂的人就是妻儿。得知自己援疆后，懂事的儿子比
以前更加努力，在学校组织的多项比赛中都崭露头角，李锦
很欣慰。对于妻子的辛苦付出，李锦心疼不已。“每个援疆
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的家庭，每个小家所付出的爱与
支持交融在一起，形成了我们援疆的支撑点与动力源。”李
锦感慨地说。

援疆工作即将结束，李锦感触良多。他非常喜欢“道阻
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这句话。

“我要以实际行动回应‘来疆为什么’的叩问，解答‘在
疆做什么’的问题，思考‘离疆留什么’的答案，把真干实干
的作风融入新时代的奋斗之路中，以昂扬的斗志站好‘末班
岗’，为收官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李锦坚定地说。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才让姚培森从福建来到
了昌吉州中医医院。他带着对医疗事业的执着
和热情，不忘从医初心，跨越千里援疆。一年半
时间里，他共接诊门诊患者500余人，带教查房
20 余次，实施 3—4 级手术 30 余台，帮助广大患
者解除了疾病困扰，受到患者的一致好评。

2021年8月，福建医科大学神经外科研究所
副所长、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副
主任医师姚培森要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受福建省委、省政府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党委委托，到昌吉州中医医院任党委委员、副
院长，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援疆工作。

到达昌吉州中医医院后，为尽快熟悉医院工
作，姚培森立即深入临床科室，与科室负责人、专
家、骨干医师进行座谈、交流，对学科建设和技术
人员情况进行摸底调研。他坚持查房、指导手
术、指导科研课题研究、举办专科讲座、申报新技
术新项目，为开展援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从
沟通到了解、从查房到带教、从观摩到参与、从计
划到规划，他拿出了一份完善的援助计划，内容
包括医疗技术帮带、援助资金支持、医疗人才交
流、新技术新项目推广、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等。

“多面开花”成了姚培森的工作常态，他腾出
自己的休息时间开展临床教学、技术展示和学术
分享……每一件事他都亲自抓、全力抓。姚培森
援疆一年半以来，昌吉州中医医院脑病科得到了
患者的普遍认可，前来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更
有慕名而来的外地患者。

2021年11月，脑出血患者钟某来到昌吉州
中医医院脑病科就诊，除了明显的头痛，还伴有
恶心、呕吐等症状。颅脑 CT 结果显示钟某脑
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在判断钟某为脑内动
脉瘤破裂出血后，姚培森立即安排了脑血管造
影检查，以明确动脉瘤位置。他本着严谨的态
度与患者及家属进行了深入交流，没想到在询
问病史的过程中发现钟某前不久曾突发头痛、

恶心。此时，姚培森判断患者曾经颅内出血过，
再次出血危及生命的概率非常高，决定立即对
钟某进行微创锁孔入路动脉瘤夹闭手术。术
后，钟某病情稳定，没有出现语言障碍和肢体肌
力下降等情况。

脑血管病、脑出血、脑梗塞、脑外伤等均是危
及生命的疾病，这类疾病多采用急诊手术治疗，
姚培森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医院。昌吉州
中医医院脑病科医护人员回忆说，已经记不清有
多少次半夜姚培森到医院进行急诊手术了。

“作为脑病科医生，我早已习惯了，电话还没
接完，鞋子已经换好了，来不及在家里穿好外套，
我就边走边穿，救命最要紧！”姚培森说。

昌吉州中医医院越来越多的技术空白被姚
培森填补，然而，他还不满足，他说：“我在这里的
时间终究有限，培养并留下一支带不走的、能够
为当地群众提供高质量医疗服务的队伍才是关
键。”

姚培森在医院带教了两名徒弟，他毫无保留
地与他们分享诊疗经验，开阔他们的眼界。姚培
森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回报，充满热情的年轻医
生快速成长为优秀的脑病科医生。目前，他们已
能独立开展部分3—4级手术。

姚培森积极推动昌吉州中医医院申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昌吉
州中医医院申请了10余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为解决偏远山区就医困难，姚培森还经常组
织医院各个科室专家到基层为患者进行脑卒中
高危因素筛查，为偏远山区的高血压病、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腰腿痛患者提供相关
药物及治疗，受到群众一致好评。

姚培森说：“援疆工作是我一生中无悔的选
择，我实现了一名党员的价值，实现了一名医生
的价值，没有辜负昌吉人民对我的信任。即使援
疆工作结束了，我会永远心系我的第二故乡，尽
我最大的努力帮助昌吉患者恢复健康。” 3月24日，李锦正在给患者看诊。

3月7日，姚培森（左一）正在询问患者的康复情况。

李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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