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才晓茹——
主持人：作为一名医学教师，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才晓茹：从 1999年参加工作

至今，我在讲台上站了 22年。这
些年培养的每一届学生，每当他们
有所成绩，都会和我联系。当看到
这些成绩时，我就觉得所有坚持都
是值得的。我想，对每一位教师来
说，桃李满天下都是最大的褒奖和
鼓励，而这也给了我继续走下去的
力量和信心。

@王大城——
主持人：对于读书会的未来，

你们有着怎样的期许？
王大城：在读书会有这样一句

话：“读书一时爽，分享一直爽。”
我们希望读书会未来会有更多更丰
富的活动形式，吸引更多人爱上读
书。读书从来不是一件门槛很高的

事情。在此，我真诚地邀请大家，
哪怕只看过一本书，只要从中有所
收获、有所感悟，你就能成为我们
的主讲人。

@张云锋——
主持人：如何理解“坚守”二

字？
张云锋：我所理解的“坚

守”，并不是在某一行业从事了多
少年，而是为了做好某一件事不怕
吃苦、不怕寂寞地一直走下去。坚
守的路注定孤独而坎坷，但我相
信，只要方向是对的，坚持下去就
一定能有所收获。让我感到高兴的
是，这些年，人们对中医的认识越
来越深。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
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
识。中医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借此重获健康。

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责任编辑 张智超
电话 3155705 电邮 rbcsdk@163.com

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农历辛丑年六月十三P6 坊间故事

FANGJIAN GUSHI

新闻主角说新闻主角说

读书读书 相遇有趣的灵魂相遇有趣的灵魂

王大城 26岁
半糖读书会组织者之一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悦港城一层的糖果生活馆，
每半个月都会举办一期读书会
活动，形式有讨论、讲书和话
剧，每次参加人数都能达到四
五十人。这就是我们组织的半
糖读书会。

读书会是从 2019年 3月开
始的。初衷就是为了给喜爱读
书的人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平
台，同时也希望能借此吸引更
多人爱上读书。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团体。
经过两年多时间，越来越

多有着相同爱好的人聚集到一
起，读书会组织者也从最开始
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的10多个
人，大家都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不过，我们并不知道彼此
真实的名字和身份，因为平时
都用网名称呼对方。这是读书
会成立之初就定下的规矩——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永远单纯的
组织，在这里，成员们可以放
下身份的束缚，专心当一只书
虫。

对于这一点，我们的确做
到了。

在读书会里，经常有成员
会因为对某本书的不同理解而
发起讨论。有时，这种讨论甚
至会升级成为争执，但很快彼
此又和好如初。这就是阅读的
魅力，也是将我们凝聚在一起
的原因。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不
仅收获了友情，还收获了许多
感动。

读书会成立初期，场地问
题始终困扰着我们。作为一
个需要面对面交流的活动，
没有合适且固定的场地，活
动效果能有多好？不用想也
知道。

就在我们最挠头的时候，
糖果生活馆的郭洪军经理主动
找到了我们，不但免费提供场
地，还提供甜点和饮品。有一
次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帮我
们？不担心活动影响生意吗？”
他说，他也是一个爱书人，能

在自己的城市中找到一群志同
道合的人，这是一件非常美好
的事情。

正是得益于许许多多像郭
经理这样的热心书友的帮助，
读书会不但办了起来，而且一
开始就十分火爆，几乎场场爆
满。有时，现场坐不开了，观
众们就站在店门外听。

是组织者们的付出和坚
守，让读书会走到今天。

读书会每期都会有一名主
讲人。主讲人不但要熟读相应
书目，还要撰写上万字的讲
稿，内容并不局限于书籍本
身，还包括作者生平、人文历
史等相关知识。在此期间，读
书会其他组织者也不闲着，有
负责制作 PPT的，也有负责编
演话剧的……印象最深的是讲
解《围城》的那期活动，从选
题到讲书、讨论再到话剧演
出，我们采用多种形式对这本
书进行了讲解，书友们的积极
性被调动了起来，直到活动结
束还意犹未尽。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我们的线下活动被迫中止，但
读书会活动并没有因此中断。
我们从线下搬到了线上，组织
者带头领读，活动依旧吸引了
很多人。

坦诚地说，组织读书会活
动的确给我们增添不少工作，
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的

“负担”呢？

患者称我患者称我““8080后老中医后老中医””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最仰慕的就是
村里那位老中医。在我儿时印象中，好
像无论什么病，他只需配上几服草药，
就能药到病除。

也正因如此，我从小就立志要当一
名中医。

高中毕业后，我如愿考入河北医科
大学中西医临床结合专业。收到录取通
知书的那一刻，我兴奋极了，儿时愿望
终于就要实现了。但没想到，还没毕
业，凉水就接二连三地浇了下来。

先是有一年暑假，一个村民来找我
询病，可当我提出诊脉时，他犹豫了：

“你学的是中医呀？你还是个学生吧？
我去医院看西医得了……”

回到学校后，我跟同学们讲起了这
件事，很多同学都遇到过类似的事，有
的同学甚至将学习重心转到了西医上。

这两件事对我打击很大——自己从
小崇拜的中医，怎么沦落到这种境地？

紧跟着，我父亲因病住院，被诊断
为肝硬化。当时，他胸腔、腹腔里都是
积液，医生建议穿刺抽水。可父亲害
怕，说什么也不同意。

我拗不过他，就试着自己开药方为
父亲治疗。

那段时间，我通宵达旦地学习如何
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消化系统疾
病。上天眷顾，很快，父亲的胸水、腹
水就消失了。从那年起，我一直坚持用
中医的方式，给父亲调养身体，这么多
年过去了，他的肝病再没犯过。

这件事给了我极大鼓励，也给了我
在中医道路上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力量。
即便后来绝大部分同班同学选择了西
医，我也没有动摇过。

在校期间，为了提高业务水平，我
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为了准确摸
出脉象，提高手指的灵活度和敏感度，
我天天在装着石子的沙袋上练功，手指
头磨破了，沙袋上全是血迹。几年下
来，袋子里的石头都揉圆、揉碎了。宿
舍的人都笑我走火入魔了。

毕业后，我来到沧州中西医结合医
院工作，成了一名急诊医生。

说实话，急诊科是全院上下最辛苦
的科室，但我不怕。因为这里会收治大
量急危重症患者，能让我积累大量经
验。

有次在急救车上，我们接收了一位
病人。当时他已经昏迷，右半身肌张力
变低，大小便失禁，我们推测是脑出血
或脑梗塞，情况十分危急！可在当时，
急救车远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无法及时
作出诊断，又因为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方
法完全相反，所以只能到医院完善检查
治疗。

危急时刻，我果断用针灸为病人进
行颅脑减压，为下一步治疗争取时间。
事后，经检查，病人是脑出血，经过一
系列治疗，最终康复出院。

像这样的事还有很多。以至于到后
来，我每次出诊，护士们都会心照不宣
地带上一管银针，方便我为病人针灸。
为病人号脉、扎针，也成了急诊科的一
道风景。

急诊工作非常辛苦，但在那3年时
间里，我不但出色完成了本职工作，还
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医院骨科学习，积
累了大量骨病的中医治疗经验。

后来，医院成立了传统医学门诊，
由我任主诊。现在，我每年的门诊量都
在2万人次以上，其中不乏从北京、天
津等大城市专门赶来找我问诊的患者。
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首先是被患者
称作“80后老中医”，二是得到了许多
来自医疗水平更高的一线城市的患者认
可。

我相信以后的路会越走越宽，人生
没有白吃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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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青春叫有一种青春叫有一种青春叫“““坚守坚守坚守”””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默默坚守三尺讲台的医专教
师 ， 深 耕 杏 林 秉 承 仁 心 的 “80
后老中医”，还有在阅读中相遇有
趣灵魂的读书会组织者……

他们是我们身边普通的一员，
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尽管有着
各自的工作、不同的故事，但相同
的是，他们都将坚守化作青春的注
脚，用奉献诠释青春的意义，在平
凡的生活和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
一份力量。

采访中，我问他们：为什么而
坚守？

尽管他们回答的内容不尽相
同，出发点却出奇地一致：在最好
的年华做最有意义的事。

也许，这些坚守，看似平凡，
但体现出的精神和信念，却是我们
这个国家前进的重要支撑。

因为坚守是一种选择，更是一
种信念。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当青年人
将坚守化为信念，我们的国家和民
族便会拥有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

依然记得，在去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北京大学支援湖北医疗队

的一名“90 后”党员这样说过：
“最重要的不是‘几零后’，而是
‘努力后’‘奋斗后’，能够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能够为国家作贡
献、为人民服务，才是实现人生价
值的最好途径。”

青春之美，是奋斗之美。青年
之快乐，是奉献之快乐。

100 多年前的青年们，高举
“五四运动”的精神火炬，坚守
真理，打开了中国的光明前程。
100 多年后的今天，新时代青年
同样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的时代使命，不负韶华、坚
守初心。

正如那句传唱多年的歌词一
样：“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平凡与伟大从来就不是相互
矛盾的：把每一项平凡的工作做
好就是不平凡，把每一件小事情
做好就是大事业。诚然，我们的
职业不尽相同，岗位或许有别，
但只要勇于坚守、甘于奉献，再
平凡的工作，也能为社会贡献价
值；再平凡的个人，都能书写不
平凡的人生。

在最好的年华做最有意义的事
□知 言

对我来说，成为一名医学教师，其
实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

20 多年前，由于专业调剂的原
因，我成为河北医科大学的一名医学
生；毕业后，我又很偶然地走上了三尺
讲台，成为沧州医专（时为沧州卫生学
校）的一名教师。

实话实说，这其中虽然充满了偶然
性，但我对这两份职业的敬重和喜欢始
终如一。在我看来，两者的职业属性和
工作内容虽然有很大区别，一个是救死
扶伤，一个是教书育人，但内核却是一
致的，都体现着“温暖”二字——前者
是从肉体上挽救人，后者是从灵魂上塑
造人。

而作为一名医学老师，“温暖”的
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医生这份职
业的本质和价值就是救死扶伤、扶危救
困，这也要求医学生必须是有温度的。
只有这样，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才能
把自己的医术毫无保留地用在每一位患
者身上。

这些年，我一直没离开三尺讲台，
始终将培养有温度的医学生作为工作目
标。

作为一家医学高等院校，沧州医专
每年都会接收 5具到 10具捐献的遗体，
我们尊称这些遗体为大体老师。每年，
我们都会组织学生为这些大体老师举办
感恩活动。在校园里，我们为大体老师
设立了纪念石，同时也为那些实验动物
设置了相应的纪念场所。这样做的目
的，就是希望学生们能够拥有一颗温暖
的心，拥有“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师职业精神。

值得骄傲的是，这些年，我们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非常优秀的医学生，他们
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2020年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
突如其来。

当时，正在泊头国盛医院工作的我
校毕业生肖文谦，从网上得知了武汉的
情况后，在大年初一早上就报名成为志
愿者，一个人从泊头出发，开车 12个
小时到达武汉，到医疗隔离点进行志愿
服务。在那50天时间里，他每天8时到
医疗隔离点上班，22时才下班。除此
之外，他每天还要到社区进行封路、站

岗以及巡防工作。
还有在河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王

娜，她也在最危险的时候去了武汉，工
作地点就在“雷神山”。当时，疫情还
不明朗，医院里的每个人都顶着巨大的
心理压力，尤其是那些患者——疫情什
么时候能够过去？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出
院？……一个个问题压在他们心里。为
此，王娜主动在医院的一条走廊上设置
了一面照片墙，上面贴满了患者和家人
们的照片。在当时，这面照片墙给医院
里的所有人都带去了极大的精神鼓舞。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和肖文谦、王
娜一样走上抗疫一线的医专人还有很
多。尽管当时疫情严重，但他们不顾个
人安危，怀着一颗医者仁心，勇往直
前。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温暖”两个
字，也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一所医学院
校、一名医学教师应当培养怎样的医学
生，应当培养他们具有怎样的仁爱精
神。

今年3月，我作为沧州市“五好十
佳——好校园”的代表，参加了我市
2020年度“五好十佳”先进事迹报告
会，并在活动上与同为“五好十佳”代
表的肖文谦合影留念。这是一种很奇妙
的经历——老师与学生以不同的身份，
得到同样的嘉奖。合影时，我对肖文谦
说：“医专培养了你，而你也让医专的
名字更加熠熠生辉。”

从教 22年，我教了无数学生，我
为他们骄傲，而他们也激励着我在这个
岗位上不断前行。

培养有温度的医学生培养有温度的医学生

才晓茹 45岁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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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日报沧州日报
共青团沧州市委共青团沧州市委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

张云锋 39岁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传统医学门诊主诊

才晓茹给学生们上思政课才晓茹给学生们上思政课

半糖读书会成员表半糖读书会成员表
演演《《小王子小王子》》话剧话剧

张云锋在张云锋在““狮城青年说狮城青年说””录制现场录制现场

半糖读书会阅读讨论活动半糖读书会阅读讨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