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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英张月英（（右一右一））与同事沟通患者病情与同事沟通患者病情

采访感言

文/图 鞠圣娇

“你不能跟他一样呀，你是家
属，要多担待他，他那种想法是不
正常的！”

4 月 6 日下午，笔者到聊城市
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三病区采访，
刚走进病区大门，就听到一个洪亮
的声音，言辞恳切地劝解电话那头
的患者家属。

她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张
月英。1981年参加工作，从初出茅
庐的年轻医师到如今经验丰富的
病区主任，她在该院精神科坚守了
42年。

“每天不是病区就是门诊，这
些年都这样过来的。习惯了，只要
患者需要我，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张月英说，她面对的精神病患者是
一个弱势且具有危险性的群体，但
她越干越热爱，从未有过怨言，更
未想过离开。

“我的办公室门，始终敞开”

作为主任，张月英没有自己的
办公室，她和病区的年轻大夫一起
办公。她的办公桌在最外侧，始终
敞开的办公室门能让她一眼就看
到走廊里的患者。这个习惯，她从
1997年当上病区主任就养成了。

“患者的一言一行都需要特别
关注，坐在外面方便观察患者，也
方便跟大家交流患者情况。”张月
英说，她所在的病区，收治的是重
性精神疾病男性患者，包括精神分
裂症、躁郁症、人格障碍、癔症等。
受疾病影响，大多数患者不愿透露
自己的内心想法，需要医务人员认
真观察，才能做出更有利于治疗的
判断。

笔者采访时，恰逢患者自由活
动时间，张月英的目光始终没有离
开从门口经过的患者。这时，一位
患者来找张月英：“我这两天闹了
七八次肚子，给我开点药吧。”“知
道啦，马上给你检查。”张月英回答
得干脆利落。

待患者离开，张月英又嘱咐主
管大夫：“仔细看看他到底是不是
真正的腹泻，是否需要用药。”为何
这么说？她解释道，因为患者的精
神状态良好、说话中气十足，没有
因多次腹泻导致的精神状态不佳，
所以需要医生判断患者是不是在
说谎。因为重性精神病人都不承

认自己有精神疾病，不愿服用抗精
神病药物，不安心住院治疗，他们
有时会说谎，期望大夫满足他们的
不合理要求。药物并不能随意使
用，需要医务人员结合患者病情做
出判断。

“当精神科大夫，必须得善于观
察、勤于思考、学会交流。”张月英常
这样嘱咐年轻大夫，因为患者的一
个眼神、一个动作、一句话可能蕴含
着巨大的信息量，再加上有技巧的
谈话，就能“套”出患者内心的真实
想法，以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患者是我的亲戚朋友”

精神病患者因为无法控制自
己的行为，常被人称为“疯子”，很
多人对他们都敬而远之，生怕被
打、被骂。面对兴奋躁动的患者
时，张月英没考虑过个人安危，她
总是主动站出来。她曾被患者踹
到尾骨骨裂，也曾被不理解的家属
谩骂、殴打。

“患者是因为疾病才对我们动
手，他们是不受控制的，而等他们
病情好转，也会明白自己的做法是
不对的。”说起被患者误解的经历，
张月英依然是笑着的，“就这两天，
还有个患者在病房里骂了我两三
个小时呢。他们（指病区年轻医
生）不敢告诉我，我说这有啥，就当
患者在唱歌就行了。”

张月英提到的这位患者因躁
狂症被家人强制送到医院，经过治
疗，患者恢复了正常思维，还向张
月英道了歉。采访时，这名患者又
来找张月英，说起当天的情况，他
很不好意思：“就像做了一个梦，不
知道为什么控制不了自己。”患者
离开时，张月英跟他击掌，鼓励他：

“好好治病，相信你！”
“把患者当成自己的朋友、兄

妹、孩子，就能把患者的需求放到心
上。”张月英说，她要管理180余名
患者，这句话正是她在科室的满意
度达到95%以上的原因。受疾病影
响，很多患者失去了自理能力，又没
有家属陪护，生活起居就需要医务

人员照顾。张月英身先士卒，给患
者喂水、喂饭，指导患者洗澡，在她
看来，帮助患者料理个人生活的过
程，也是一种心理与行为治疗。对
于救助站送来的“三无”流浪患者，
她总是以言语或书写的形式耐心交
流，根据患者的只言片语，尽快帮其
找到亲人；她带头捐款捐物，帮助贫
困患者渡过难关；对患者家属，她也
十分有耐心，两部手机 24 小时开
机，随时接听电话。

下午5点，病区要开饭了。“身
体弱的、年龄大的，先往前站！”张
月英快步走到就餐室，指导患者们
有序就餐。张月英先给不能自理
的小明（化名）安排好座位，帮他掰
开馒头，嘱咐他慢慢吃。随后，她
又给需要糖尿病餐、清真餐的特殊
患者发饭。哪位患者需要吃什么，
她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没啥爱好，就是个工作狂”

每到周一，张月英都格外忙
碌。这天，她不仅要出门诊，还要
心系病区的琐事。她有时一天接
诊五六十名患者，除了来复查开药
的患者，每名新患者她都仔细问
诊，检查下来至少半小时，经常中
午加班看诊，“没时间去吃午饭，兜
里装几粒糖果，抽空吃点，避免低
血糖”。

张月英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状
态，即便退休返聘后，她也很少休
息，在办公室的休假记录本上很少
能找到她的名字。算了算，她已经
有五六年没去逛过街，活动范围在
医院周边1公里内，仅在发烧后不得
已回家休息了2天，平时也就在周末
休息两个小时。对此，张月英说：

“我没别的爱好，就是个工作狂。只
有在医院里，我才感到安心。”

张月英的日子很简单，每天早
晨 7 点半出门，10 分钟后到达病
区，中午回家午休，晚上还要到病
房巡视一圈，逢年过节也不例外。
白天工作忙，她多在晚上看书，“我
特别渴望学习新知识，一是上学时
获得知识的途径少，得到一本书就

如获珍宝，想着抄下来、背下来；二
是刚上班时医院只有5个病房，最
多收治二百多名患者，但还有很多
患者需要医治，只有多学习才能帮
助更多患者。”出于对患者的负责，
张月英从最新的精神病学基础知
识开始学起，不断买书、看书、分
享、应用，专业技能不断提升。

“如今，医院创造的条件多好
啊！”张月英说，现在治疗手段多元
化，仅靠药物治疗精神疾病已经成
为过去。该院倡导多种疗法相结
合，采用“药物+心理”两条腿走路
的方式，还开设各类培训班提高医
生的专业能力，鼓励大家发表论
文、搞科研，医院的知名度、美誉度
也不断提升。

“我是急脾气，干啥都想一次
就干好！”张月英靠着一股韧劲，在
行业耕耘了42年，她收获了很多荣
誉，像山东省“三好一满意”示范标
兵、山东省优秀医师、知名医学专
家、聊城市优秀共产党员等等。但
在她心中，患者的认可就是对医生
最好的嘉奖。

一辈子干好一件事，
不容易

择一事，爱一行，终一生。
社会飞速发展，追求捷径成了

一些人的选择。但是，总有人坚守
着自己的岗位，从未想过离开。为
何？张月英说，自己在工作岗位上
体会到了价值感，越干越愿意干。
而这样的“价值感”，是因为她沉浸
在工作中，把工作当成了自己的
事，实现了人生价值。

反观年轻人，很多人感到迷
茫，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或是在各
类工作中浅尝辄止，或仅愿意从事
简单的工作，不愿意动脑思考，更
不愿意为工作多付出，更有甚者用

“佛系”来形容自己。有人说，迷茫
是年轻人必须要面对的烦恼，但浑
浑噩噩中，失去的不仅是宝贵的青
春，更是踏实生活的本领。

采访时，张月英说她特别欣赏
该院党委书记武建胤的一句话，

“把计划变成行动，把问题变成成
绩，把经验变成制度”。这句话，字
字都跟执行力相关，而有些年轻人
缺乏的就是执行力，想了不去做，
做了不深入，频繁转换赛道。

人生需要尝试，更需要积累。
尝试是为了更好的选择，但选择是
主动的，不能一个行业干不下去就
匆忙换另一个行业。积累的过程
或许痛苦，但坚持下去，就会迎来
破晓的曙光。而且，积累也是反
思、改正、进步的过程，是成功的前
提。不坚持，无论何时，都不会见
到希望。

凭一份热爱，守护精神家园42载
——记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三病区主任张月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