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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平 记者 唐诗敏

视患如亲 饱含艰辛，尽心履职敢担当

医护人员为社区群众开展义诊服务

说他们特殊，是因为患者群体特殊。
精神卫生中心的护理工作跟综合医院

的护理工作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护理人员
面对的是一些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病人。
由于受幻觉、妄想等精神症状支配，精神病
人自杀、自伤、出走、冲动伤人毁物等意外
事件时有发生，意外事件的防范是精神卫
生护理的重要内容之一。

“我们这里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位没挨
过病人打。”说起精神卫生中心医护人员的
工作，中心副主任、原一病区主任周庆华向
记者讲述了他们的一段段辛酸经历。一次
几位医护人员去接一位精神病人，那个病
人四处逃跑，一位医生上前去一把拉住病
人的手，谁知竟被病人一下推倒在地上，还
被狠狠地踹了一脚。等把病人送到精神
卫生中心时，几位医护人员个个手臂、身
上已是伤痕累累。还有一次，中心副主

任、原三病区主任吴益川在给一位精神分
裂症患者换药时，病人突然冲动，提起板
凳向他头部狠狠砸去，导致吴益川鼻架骨
粉碎性骨折。幸好一旁的医生反应迅速，
及时控制住了病人，才避免了事态的恶
化。“当时要不是有其他医生在场，后果不
堪设想。”周庆华说。

这样的惊险故事在市精神卫生中心俯
拾皆是。就是这样一群特殊的白衣天使，
用爱心守护着这一特殊的群体，履行着医
护人员的神圣职责。他们经年累月地与精
神病人打交道，即使今天被病人打了，明天
又义无反顾地奉献着爱心，他们忍受着心
中的委屈，却选择把责任化作涓涓清泉，流
进每一位病人的心间，用爱心帮助病人早
日康复，重返社会。

市精神卫生中心党总支部书记、中心
主任黄长海告诉记者，由于精神病患者是

特殊的病人，没有家属等陪护人员照顾，病
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睡到服药
治疗，都由医护人员事事过问、件件落实。
最为辛苦的还是夜班，因为这是精神疾病
易发病的时段，病人随时可能躲在棉被里
用鞋带、布条自杀，所以每隔30分钟就得
巡视一次，病人上厕所超过两分钟就得去
看看。另外，很多病人用药才能入睡，但
精神类疾病用药对体质要求很严，医护人
员必须及时掌握服药后的反应，常常需要
测脉搏、量血压。因为睡眠少，工作繁重、
精神紧张，许多医护人员出现神经衰弱、
记忆力明显下降。为了应对日益增多的
病人，减轻临床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市精
神卫生中心多年前就规定，凡是具有行医
资格的行政管理人员，每周轮流下到科室
开展诊疗服务。作为中心主任的黄长海，
每周六坐门诊，这一坚持就是整整15年！

精神疾病患者犹如苍茫大海中的片片孤舟，漂泊的心灵无处停放，流浪的“精神”难以寻觅光亮。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自建院以
来，秉持“仁爱、至善、笃诚、求精”的立院之本，36年一以贯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补充完善软硬件条件设施，并坚持与时俱进，
紧跟现代精神医学前沿步伐，搭建起了一座精神疾病患者的“安全岛”。为了让这些患者心灵的“孤舟”能在黑夜里找到回归的方向，
感受温暖不再孤独，他们默默付出，甘愿奉献，用爱和责任写就——

““精神岛精神岛””的守望者的守望者
在美丽的峨眉山麓青衣江

畔，有这样一个行医育德的济世
之所，工作着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用爱心温暖着一颗颗饱受精
神疾患折磨的心灵，用热情去感
染每一个有需要的病人。这里的
一草一木记载着他们的青春，病
人恢复的笑容凝聚着他们点点滴
滴的心血。他们付出青春和汗
水，只为帮助那些迷失在精神沼
泽中的人们重返社会——这就是
位于夹江县的乐山市精神卫生中
心。

市精神卫生中心已成为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直属的唯一一所集医疗、康复、教学、科研、预防于
一体的国家二级甲等精神病专科医院、四川省精神
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专家库成员单位、乐山
市精神病与精神卫生质量控制分中心；承担着乐山
市11个县（市、区）300多万人口的精神卫生疾病防
治工作，负责乐山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
干预任务；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北
京安定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天津市精神卫生中心
等多家知名精神病医院的协作单位。

“尽管中心获得了飞速发展，编制床位也扩增
为600张，但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周庆华告诉
记者，目前中心已收治病人700余人，较未搬迁前
增长了50%还多，医疗救治工作已处于高负荷运
转，而且专业医生紧缺。现代社会由于生活节奏变
快，生活压力增大，精神疾病发病率正呈上升趋势，
且发病人群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据初步排查结
果显示，乐山市目前已纳入管理登记在册的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1.4万余人，而实际建制的公立精神疾
病医院仅有4所、私立精神病院4所，且规模不一，
编制床位总数2000余张，因此，救治管理能力与社
会需求严重失衡。据了解，由于床位紧缺，市精神
卫生中心原本每个病房规定设3至5张床位，但现
在不得不加床收治病人，最多的时候一间病房安置
了9张床位。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新中心’二期工程，初步
规划增加用地15000平方米，扩大办公区域、住院
病区建设。并配套引进新设备、新技术，加强学科
建设，更好地服务患者，带动地区精神卫生工作整
体发展。”同时，为进一步提升防治能力建设，今年8
月，市精神卫生中心启动了三级乙等专科医院创建
工作，预计将于2019年完成创建验收。

“虽然中心目前发展突破‘瓶颈’还面临一些困
难，但市委、市政府对市精神卫生中心综合能力建
设高度重视，正着手协调解决建设中遇到的实际困
难。‘三乙’创建和中心二期工程一旦如期完成，将
极大提升中心诊治预防服务能力，大大缓减我市精
神疾病患者的就医压力，更好地履行精神卫生中心
的监管指导职责。”面对资金、人才等一系列困难，
黄长海信心满满地告诉记者，中心一贯以来有这样
的传统，不等不靠，务实求进，困难是暂时的，精神
卫生事业永远在路上。我们相信在市委、市政府和
卫生主管部门及全社会的关心支持下，在全体工作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心既定各项目标一定会顺利
实现。“这毕竟是一项关乎社会稳定、造福百姓健康
的民生工程，尽管前路坎坷，任重道远，我们有信
心、有决心做好。”黄长海说。

“医院自成立至今，发展历程颇为复杂，
可谓是几经‘改嫁’，最后终于找到好‘婆家’，
才得以扎根下来，获得跨越式发展。”谈到精
神卫生中心的发展变迁，黄长海用开玩笑的
口吻向记者这样描述。说起精神卫生中心的
历史，这位有着近40年工龄，从精神卫生中心
建立开始就服务于此的亲历者如数家珍。

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始建于1982年，当
时叫成都铁路局慢性病医院，服务于云、贵、
川三省30余万铁路职工家属的精神卫生工
作。2005年铁路主辅分离整体移交乐山市
人民政府、市卫生局管理，定名为“乐山市第
二精神病医院”，2009年正式更名为“乐山市
精神卫生中心”。

为更好地开展精神类疾病的诊疗服务工
作，履行精神卫生中心的职能，2010年，在乐
山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及夹江县委、县政
府的关心支持下，市精神卫生中心抓住成昆

铁路复线建设工程这一历史机遇，获准整体
迁建，选址在夹江县漹城镇工农村7社。“新
中心”（一期）占地面积 24.2 亩，建筑面积
13800平方米，设计床位400张。“新中心”于
2012年动工修建，2016年 5月正式投入使
用。整体迁建让市精神卫生中心完成了一次
飞跃式的发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心”是按楼宇
智能化、流程人性化、功能合理化及“三级”精
神卫生专科医院规模进行规划设计，早在规
划之初，就采用了全新节能系统设计。全院
将大耗能的荧光灯更换为绿色节能的LED
灯；通过雨水收集净化处理装置，充分利用雨
水实现院区绿化浇灌；结合太阳能、空气能技
术，实现院区24小时热水供应服务；为电梯配
备节能装置，将电梯自身运行所产生的势能
转化为电能，降低能耗；同时还采用了保温、
隔热的中空玻璃，触碰式节水龙头等多个节

能装置。中心节能监测平台收集数据，全方
位全时监测院区能耗。2016年，中心成功通
过国家四部委验收，被授予国家级“节约型公
共机构示范单位”，2017年，再次通过审核验
收，被评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领跑单位”。

据黄长海介绍，2005年移交时，中心无
一高级职称人才，现如今已拥有中高级职称
65人，各类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31人。诊疗
设备也是“鸟枪换炮”，拥有彩色脑电地形图
仪、脑电分析工作站、彩超、血球计数仪、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数字电视监控系统、心理测评
诊断系统、脑功能障碍治疗仪、多参数生物反
馈治疗仪、经颅刺激仪、音乐治疗仪、失眠治
疗仪、电休克治疗仪、超生治疗仪等一大批先
进的医疗、康复、科研设备。在乐山市范围内
首家开设开放式心身障碍科和无抽搐电休克
治疗，在提升团队业务素质方面，中心先后组
织临床科主任、护士长到北京安定医院、苏州

广济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四川大学华
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进行专业培训，还选派业务骨干到成都、绵
阳、自贡等精神卫生机构学习观摩，学习管理
经验，引进新技术，不断扩大医疗服务范围。

目前，中心分设新、旧两个院区，建筑面
积23600平方米，绿化面积达14710平方米，
编制床位600张。医疗服务覆盖面东至贵
阳、重庆，西至西昌、攀枝花，北至广元、绵
阳，南至宜宾、泸州及乐山市 11个县（市、
区），服务总量增长了200％。服务对象已从
当初的铁路职工占70%、地方病人占30%转
变为铁路职工占25%、地方病人占75%。市
精神卫生中心不仅尽心做好院内病人的治疗
管理工作，还积极主动履行全市精神卫生指
导、监管职责，开展区县巡诊、巡查服务，为维
护乐山社会稳定和谐、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保
障病人身心健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发棉衣了，各病区组织人员前来领取分
发！”由于进入冬季，天气变得异常寒冷，市
精神卫生中心每年都要向住院的无家属照料
的贫困病人发放御寒的秋衣秋裤、棉衣棉鞋
等，而在酷暑夏天，则要购买大量西瓜、熬制
绿豆汤给病人消暑。购买这些物品的费用，
除了部分专项经费外，其余全是医院组织职
工自发捐献。

只见不多时，百余套棉衣棉裤在医患协
作下，被分配到了每一个病区（科室）病人手

中。“我要蓝色的。”“这件好，摸着都感觉好
暖和。”记者在该院普通精神科一病区活动室
看到，数十名病人正围着护士挑选衣裤。“不
要着急，大家排队慢慢来，每人都有。”

这一刻，他们不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更
像是家人。

“早在多年前，我们中心就启动了一系列
关爱活动，比如夏季送西瓜熬绿豆汤、冬季送
棉衣棉袄、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春节送
汤圆等。到现在，已经有近10个年头。”据中

心副主任胡凤明介绍，自建院以来，该中心便
始终秉承着“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将关爱渗透到每一个细枝末节处，让病人
在住院期间也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精神病人也有思想，需要被爱、被尊重
和被认可。因此，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为他们
治好病，在生活上也要给予帮助照顾。”胡凤
明谈道，为了促进病人早日康复回归社会，中
心还定期组织病人参加各种趣味活动和外出
郊游，让他们有更多机会靠近外面的世界，读

懂外面的世界。
“现在，中心整体搬迁后，我们在服务质

量上又有了进一步提升。不仅每个病房都安
装了空调，还增建了活动室，添置了康复运动
设施。户外活动场所也得到进一步扩大，病
人的活动区域更大、生活更丰富了。”胡凤明
告诉记者，中心还邀请了专业的美术老师给
处于康复期的病人授课，病人制作的手工画、
十字绣和摆件，件件堪称艺术品，部分作品还
被送往北京参展。

温暖常在 人性医护，“爱”在每个细微处

溯源追昔 从无到有，36年砥砺前行

担当坚守

不忘初心，做好安康“守护人”

MECT治疗仪

医院鸟瞰图

患者在室外做康复练习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由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提供

患者手工制作的工艺品 记者 唐诗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