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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所长 做患者心灵的“修理匠”

2002 年，大学毕业后的姜俊成为瑞安市第五人

民医院一名精神科医生。

“当时大众对于精神科的认知还很少，不少人认

为精神病人就是‘疯子’”。姜俊回忆。但作为专科医

生，他深知医疗卫生工作与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密切相

关，特别是精神病人的救治不仅直接关系着家庭、家

族的安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精神医疗服务能力、政府管理水平。

“姜医生，感谢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有你”；“孩子高

考分数出来了，考得很不错，这里也有你的功劳”⋯⋯

新学期伊始，不少学生家长都给姜俊发来了感谢短

信，感谢他对孩子的开导，不仅让孩子走出情绪低谷，

还考出了喜人的成绩。每到这个时候，都是姜俊最开

心的时刻，“发挥自己所学就能帮助这些孩子走出人

生的低谷，所有的努力与辛苦都是值得的”。

精神科患者就诊时有诉苦的、有压抑的、有动怒

的、有暴躁的，姜俊秉持“一切为患者服务的理念”，认

真倾听每一位患者倾诉，耐心解释病情，详细告知药

物使用和病情注意事项，其耐心细致的服务在病人及

家属中有口皆碑。业余时间，他孜孜不倦、勤奋好学，

不断用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武装自己。在更新

业务知识的同时，他还不忘组织科室团队加强业务学

习，整领团队一起进步。

“都说精神科医生就是靠‘嘴皮子吃饭’，其实精

神疾病可不是说说话就能治好的。”面对外界的好奇，

姜俊已经习以为常。“如果说外科医生是躯体的‘修理

匠’，那精神科医护人员就是心灵的‘修理匠’。”

为了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多年来，姜俊还利用业

余时间，深入基层普及精神卫生知识，以各种喜闻乐

见的形式为机关职工、社区居民、学校学生开展心理

健康知识讲座等；入驻瑞安市社会心理服务中心积极

开展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公益活动；积极配合市残

联、市戒毒所、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开展精神鉴定工作。

“现在，无论是病房环境、医疗设备，还是治疗水

平以及精神疾病从业者人数，和之前相比都有了很大

的改善。”从业 20 年，姜俊深切体会到了近年来大众

对于精神卫生的认知与包容度都在提升，这是非常可

喜的局面。

彰显担当 两度进驻隔离点

姜俊是一名专业的精神卫生科医生，同时也是一

名共产党员。在危难面前，他义无反顾。2003 年抗

击非典，刚刚入职的姜俊主动请缨，进驻全市唯一的

隔离点长达 2 个月，直至解除非典疫情警报。2003

年，姜俊被授予“抗击非典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他再次主动申请

进入上望、仙降两个隔离点对隔离人员进行心理干

预、疏导及其他医疗服务，稳定安抚隔离点各类人员

心理和情绪，实现“隔离不隔心”。

问及多次入驻隔离区有没有顾虑时，姜俊坦言，

他既是医者，又是党员，危急时刻能运用专业技术助

力疫情防控，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在接受采访时，姜俊表示，精神病与其他疾病不

一样，目前无法借助治疗仪器发现病灶，治疗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关爱弱者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希望未

来，精神疾病患者能有更多被包容、被尊重的时刻。

护理造口更要温暖人心

造口术后护理，对于许多市民来说是陌生的名

词，但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造口术后护理能够帮助他们缓解病痛、回归正常生

活。用通俗的话讲，造口手术就是在肚子上选择适

当的位置进行手术，形成一个人造肛门，患者手术后

需要长时间使用造口护理用品解决排泄问题。如果

术后护理不当，很容易出现术后并发症，尤其是皮肤

问题，因此需要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专科护士定期

为他们护理，及时发现并干预问题。

2014 年，张茜取得国际造口治疗师资格，成为

我市首位国际造口治疗师专科护士。在工作中，看

着患者和家属的痛楚，她更加坚定了要成为一名伤

口造口专科护士的决心。

但真正成长为一名专业的伤口造口护士却并非

易事。张茜说，临床工作中她接触的多是肠造口病人，

从造口排出的主要是未成型的大便，揭开造口纱布时

气味较大，病人和家属都难以忍受，但她却不能退缩，

更快更好地帮患者把造口处理好是她的职责所在。

“一开始也受不了，每次吃饭时想起换药的场景

都难以下咽。”张茜告诉记者，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

半年，后来逐渐习惯就好了。偶尔她也会疑惑自己

当初为什么选择做伤口造口专业护士，但看着患者

和家属所经历的痛苦，她又再一次坚定信念 ，继续精

进自己的技能。

2018 年，胃肠外科接诊了一位年轻的胃部肿瘤

患者，术后医生为他做了造口帮助排泄。这位患者

极度消极，不愿配合治疗。张茜不怕脏累，主动为

其清理造口，还时不时地开解他。“正常人排泄会受

控制，而造口病人是随时随地排泄，这会造成他们

日常社交非常不便，时间长了，病人会觉得自己是

废人，亲人之间也会产生隔阂。”张茜解释，“我们在

治愈创口和护理造口的同时，也在帮助患者重拾信

心。”张茜说，事实上，造口患者和正常人是没有分

别的，只是身上多了一个造口，“我们造口人都很亲

切地把造口称为‘玫瑰’，因为我们觉得造口对于病

人来说是一个福音，这朵‘玫瑰’让他们的寿命得以

延长了。”

上门服务解特殊病患“燃眉之急”

为满足特殊患者的需求，2021 年 7 月，市人民医

院启动“互联网+居家护理”项目，提供上门护理服

务。作为专业造口师，张茜的网约量是医院 30 多位

临床的资深护理专家中最高的。

近日，张茜接到了造口护理上门服务单子，马上

与患者家属取得联系，详细了解患者情况，备足相关

物品后，她驱车 40 多分钟到达位于仙降街道的患者

家中。这位患者是造口术后患者，行动不方便，去医

院的造口门诊十分不便。自市人民医院启动“互联

网+居家护理”项目上线后，他便成了“互联网+居家

护理”的常客。“我爸要定期去门诊检查、复诊，来回

几十公里，非常不方便。现在可以网上预约，护士上

门提供服务，真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患者家属

这样表示。

张茜介绍，她每年坐诊接诊的造口患者就达

1000 多人次，推出“互联网+居家护理”服务后，本就

繁忙的工作更加忙碌了。

“虽然这活儿有点脏也有点累，但我不后悔。”张

茜说，伤口造口患者本身承受着巨大的生理痛苦和

精神压力，能通过自己的专业技能帮他们缓解痛苦，

更有尊严地活着，即使辛苦也是值得的。很多时候，

支撑张茜的是患者的认可和接受，也正是从一次次

与患者的直面中，她感受到自己的工作价值，进而更

坚定了她要在专业的路上不断探索。

9 月初，第七届浙江慈善大会在浙江

省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智慧雨花敬老

助餐”公益项目荣获“浙江慈善奖”，该奖

项系浙江省慈善领域的政府最高奖项。

远在上望雨花斋的义工得知这一喜讯，倍

感光荣，他们与省内数十家雨花斋（敬老

家园）接力举办这场“浙江慈善奖”巡礼活

动。9 月 9 日上午，上望雨花斋数十名义

工整齐列队迎接“远道而来”的“浙江慈善

奖”匾牌、墨宝、奖杯等，他们接过这份沉

甸甸的荣誉，一路敲锣打鼓，引来街坊四

邻驻足观礼。

据了解，上望雨花斋（敬老家园）为瑞

安雨花斋二店，是浙江雨花老年公益事业

发展中心下属的公益组织，自2017年5月

成立以来，已连续 5 年风雨无阻地为社会

弱势群体、当地老年人群提供免费午餐。

“这份荣誉离不开瑞安雨花斋各位同

仁的付出！”浙江雨花老年公益事业发展

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大家继续发挥民

间社会组织、志愿者和家庭的力量，为周

边老人、弱势群体提供助餐、主动关怀、健

康教育等服务，用真心和爱心温暖每一位

需要帮助的人。

一座城市的软实力，离不开源源不断

的文明养分，上望雨花斋多年如一日坚持

公益便是上望街道不断探索推进新时代

文明的生动实践。近年来，上望街道扎实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举全街道之

力，汇聚各方力量，结合辖区实际，以点带

面，渗透细化，为打造宜居美好、文明和谐

的“祥和上望”不断夯实文明基底。

据介绍，为推进“浙江有礼”省域文明

新实践、“浙江有礼·瑞安先行”县域文明

新实践落地生根，该街道推出系列文明有

礼实践活动，并在“红七月·服务月”期间

掀起活动高潮，打造人人“有礼”的文明家

园，为我市打造具有全省重要影响力的精

神文明高地贡献上望力量，促进全社会文

明共建共治共享、全民精神生活共同富

裕。

祥和上望
RUI BAO

这家素食餐厅用爱心温暖瑞城

上望雨花斋多年如一日坚持公益
■记者 吴戌慧

作为上望推行“浙江有礼”省域文明新

实践在街道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上望雨

花斋（敬老家园）是怎么运行的？又是如何

温暖整个瑞城的？近日，记者走进雨花斋，

一起聆听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家素食餐厅

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雨花

斋却是一个可以免费吃午餐的地方。9月

13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上望雨花斋，

店内暂时还未恢复对外供餐。

上望雨花斋发起人之一、店长木先生

向记者介绍，这是一家素食餐厅，每日的

午餐供应时间为 11 时至 12 时，提供四样

素菜，有需要的市民可在该时段前往上望

雨花斋排队领取。根据疫情防控需求，餐

厅暂停堂食。

上望雨花斋原址位于林西村，2021

年 1 月搬到望东西路，新址占地面积 500

多平方米，空间宽敞明亮。大门两侧挂着

一副对联：行好事做好人岁岁平安，存好

心说好话年年如意，横批是“为人民服

务”。雨花斋分上下两层，楼下是用餐等

候区、食堂、厨房，楼上是义工培训学习场

所及活动室。屋子的每个角落都整齐有

序。今年 70 岁的蔡奶奶是上望雨花斋的

常客，她说自己就住在这附近，以前常常

去老店用餐，换了新址后环境更好了。

据了解，每到中午这里就人声鼎沸，

前来领取午餐的老人、环卫工人等络绎不

绝，而义工在厨房和餐厅来回穿梭，一边

招呼就餐的老人，一边为他们准备可口的

饭菜。正式用餐前，义工还会带领用餐客

人轻声宣读饭前感恩词，随后打饭、用

餐。即便是用餐高峰期，餐厅内也不会喧

闹，大家有序排队取餐、就餐。在义工的

倡导下，就餐者纷纷践行“光盘”行动。

这是一个公益组织

从募集爱心善款到拥有稳定的捐款

渠道和规范的使用制度，从招募义工到形

成稳定的义工群体，从寥寥无几的用餐客

人到惠及周边镇街各类群体⋯⋯五年来，

上望雨花斋共收到社会爱心捐款 272 万

余元，其中为建设新址筹得善款约 140 万

元，累计用餐客人超 32 万人次，这些成果

都离不开义工队伍的默默付出。

如今，上望雨花斋的义工队伍已发展

至 200 余人，他们大多数来自上望街道辖

区，其中不乏公司白领、村委会成员等。

为及时准备好午餐，义工分工合作，每天6

时许就到店，切菜、做饭，饭点过后再收拾

碗筷、打扫卫生，等到工作全做完才离

开。“出钱、出力、捐助物资设备、出谋划策

⋯⋯餐厅的从无到有，要感谢全体义工的

共同付出。”木先生说。

自 2017 年 5 月 23 日开业以来，上望

雨花斋坚持每天为环卫工人及社会弱势

群体提供免费午餐，日均供餐 260 人以

上。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雨花斋

义工义无反顾地投身抗疫一线，连续坚持

28 天为防疫一线人员和集中隔离观察对

象免费送早餐，共计 3800多份，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称赞。当年，因受疫情影

响，上望花椰菜基地花菜严重滞销，不采

摘只能烂掉，为帮助菜农渡过难关，上望

雨花斋主动出资购买、采摘，再由爱心顺

风车队伍运输，送至市区各小区免费赠送

给市民，总计送出花菜15吨以上。

今年以来，上望雨花斋从“堂食敬老

助餐”转型为“入户敬老志愿送餐”，为辖

区 14 家老人公寓轮流送餐共计 2100 多

份；定期为瑞安市农贸城菜农等免费送去

炒菜饭、蚕豆饭、绿豆粥、南瓜粥等，每次

供餐人数 500 人以上；每逢传统节日，雨

花斋义工队伍为辖区老人公寓送去芥菜

饭、清明饼、粽子、月饼、腊八粥等美食；定

期前往曹村镇雨花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敬

老服务活动，得到老人的一致好评。

如今，上望雨花斋的志愿服务之风已

带动了越来越多周边村民加入义工队伍，

奉献爱心，传播文明新风尚，为上望公益

事业做出更多贡献，也为构建和谐上望打

下坚实基础。

【背后的故事】

■记者 陈成成

她是一名护士，但又不仅仅是护士。她

是瑞安市首位国际造口治疗师专科护士，从

2017年开始，在医院开设的伤口造口门诊坐

诊，专职为伤口造口患者解忧。她就是瑞安

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护士长张茜。

瑞城“名医名护名院长”系列报道⑨

姜俊：医者仁心，重建患者心灵家园

【阳光卫生】

■记者 陈成成

一谈起精神科，很多人避而远之。瑞安

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三病区主任姜俊却几

十年如一日，从事精神科临床、心理治疗、重

大突发事件卫生应急救援及社区精神卫生防

治等实践工作，只为给精神病患者撑起爱的

树荫，温暖生命守护健康。

在接受采访时，姜俊呼吁，社会应给予精

神病患者及其家人更多关爱。“很多患者不仅

仅是大家平时看到的‘疯子’，还有很多有才能

的人，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也可以做得很

好。”

姜俊，瑞安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科三病区主任，中

国神经科学学会精神病学基础与临床分会委员、浙江精

神卫生专科老年重症医学委员。从业20年，先后获得

过市级“卫生系统抗击非典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

“最美医务人员”“禁毒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瑞城“名医名护名院长”系列报道⑩

张茜：伤口造口专科护理温暖人心

张茜，瑞安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护士长、我

市首位国际造口治疗师专科护士，温州护理学

会造口伤口护理专业学组成员。从业多年，她

任劳任怨，坚守在服务患者第一线，尽己所能方

便患者及家属，赢得患者与家属的一致好评。

上望雨花斋上望雨花斋 为农贸城菜农送餐为农贸城菜农送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