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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平

王晓阳走了，生命定格在短暂的51岁；王晓阳
走了，她的事迹在传播，她的精神在传承。

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位普通的心内科
大夫，去世后为何有如此声誉？能引起如此
反响？

这，离不开王晓阳高尚的医德。她真正视病
人如亲人，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深夜，只要病人需
要，她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医院，为患者诊断
治疗、抢救，有时一晚上要从家到医院往返两三
次。她一视同仁，治疗每一位患者时都竭尽全力，
力争“不让患者留遗憾”。

这，离不开王晓阳精湛的医术。她敢于率
先，敢于突破，在组建心脏重症监护病房时，从 3
张床位做起，1 个人带着 5 名护士克服种种困难
开始了艰苦创业。为了尽快提升重症诊疗水平，
她对居国内先进水平的临时起搏器置入术、冠状
动脉造影及介入治疗等诊疗方法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与应用，推动了医院心脏病治疗技术水平的
极大提升。

这，离不开王晓阳坚定的信仰。作为共产党
员，作为一名党支部书记，王晓阳一直铭记信仰，
初心念念不忘，行动孜孜以求。在做精业务的同

时，尽职尽责做好每一项党务工作。“我是党员，
又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凡事总得有党员的样
子吧！”

这，离不开王晓阳滚烫的大爱。王晓阳像一团
火，始终温暖社会，温暖他人。当病情恶化，知道
自己时日不多后，她决定把身上唯一能用的眼角
膜留给需要的病人。在生命最后关头，她说：“不
要给组织和同事添麻烦，不开追悼会……如果有
来生，我还要做一名医生，我要攻克这个世界性
难题。”

王晓阳，看的是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献的
是情。她是全市医务工作者的光荣，是全市共产
党员的优秀代表，是我市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的生动典范！

榜样鼓舞人心，精神催人奋进。学习王晓阳
同志，就要学习她不忘初心、信念坚定的政治品
格；学习她心存大爱、温暖他人的奉献精神；学习
她心系患者、认真负责的高尚医德；学习她潜心钻
研、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

当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正在深入开展，全
市广大党员都应以王晓阳为榜样，进一步强化宗
旨观念，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为加快推进“9+2”工
作布局、加快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般来说，一个人既当技术骨干，又搞党政
工作，挑好两副担子很不容易。”中心医院党委副
书记化莉说，“王晓阳做到了，做得那么出色，平常
时刻看得出，关键时刻站得出，急难时刻豁得出！”

在就读于中山医科大学时提交的入党申请书
上，当时22岁的王晓阳写下：过去我认为医生只
救死扶伤，只要医术高明就可以了，但仅仅这样就
能成为一个好医生吗？当医生是将自己的医术用
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搞歪门邪道？
医生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更应有崇高的政治思想
品德才行。

初心念念不忘，行动孜孜以求。
当年，院领导找王晓阳谈话，提出组织上考虑

让她担任内科系党支部书记时，王晓阳的回答非
常干脆：“放心，一定干好！”

“恁好的人，咋生了这么重的病？”中心医院甲
状腺乳腺外科病区护士长王素红刚听说王晓阳生
病时就哭了起来。曾负责部门党务工作的她除了
日常工作，还要配合王晓阳完成许多组织工作。
原以为有些工作可以务虚些，可王晓阳担任党支
部书记以来，处处带头争先，领着大家伙儿干了不
少实事。有一次，就因为在通知活动时听到王素
红声音有些嘶哑，王晓阳便一直追问，从而得知王
素红公公去世的消息。

当晚，王素红接过电话开门，一下子惊呆
了——门外，正是提着慰问品的王晓阳。当时正
值冬天，下着大雪，刚刚上了一整天班的王晓阳是
如何强打精神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同志家中送
上组织温暖的，没人知道。

一次出游，王素红还没出门就接了王晓阳五
六个电话，在询问了出游时间、点清人员、交代安
全事项之后，王晓阳又补充道，其中一个老专家的
腰不好，要特别注意。“她是特别细心的一个人。”
王素红说，平时，组织里谁家出了什么事，王晓阳
总能第一个到现场慰问。

然而对他人特别细心的王晓阳发现自己病情
时，已是十分凶险。这还是在去年9月结伴参加
省里的一次活动时，田利平发现昔日能吃能睡的
王晓阳老说自己没劲儿，也吃不下东西，便催着她
赶紧去体检，而通常医院的体检在7月就结束了。

榜样，总有着示范的力量。
王晓阳让内科系党支部的凝聚力非同一般。

就拿院里献血来说吧，每次全院献血，她都带头献
血。有一年，全院70多个人献血，光内科系就有
48个，而内科人数也不过占到全院的1/4。献完
血后，她还不忘带着党支部委员买牛奶和鸡蛋。

“为了让大伙儿心里暖暖的，王书记就是这么体贴
细致。”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马聪敏说。

自从王晓阳担任党支部书记以来，中心医院
内科系党支部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在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内科系党支部作为全市教育
实践活动基层党支部先行试点单位，在全市教育
实践活动大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然而，在历年的年终考核中，王晓阳几乎都只
是“合格”。人事部门告诉我们，院里的优秀名额
有一定比例，每年分发下来后，身为党支部书记的
王晓阳不但自己不要，还劝说党支部委员都把先
进名额让出来。她常说，把荣誉留给年轻同志，能
让他们有干劲儿！

“我是党员，又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凡事
总得有党员的样子吧！”这样的话，王晓阳常常脱
口而出，真诚，自然。

初心，托起生命的希望
（上接A04版）

“两学一做”的生动典范

手是干瘪的手，简直是骨头上包了一层薄薄
的皮。

字也颤颤巍巍，昔日娟秀清丽的字迹七歪八
扭，今年10月1日，血压怎么也提不上去，心率快
得很，那天王晓阳好像有所预感，要来纸笔，用尽
最后的力气：

“不住重症监护病房”
“不要无意义的心肺复苏”
“不举行追思会、追悼会”
“眼睛捐献已办好”
…………
看着遗嘱收好，她又看一眼丈夫王兆庆，闭上

眼睛开始微微喘息。
之前，王晓阳就和大学同学陈瑛讨论过这

事。“咱俩之前就说过，现在我反复考虑，决定捐献
器官和角膜。你觉得怎么样？”王晓阳说。

“我觉得特别伟大。”
后来，她又问丈夫王兆庆。
王兆庆说：“就是特别伟大，你捐吧，以后我

也捐。”
一个家，是夫妻两人共同撑起的天。王晓阳

能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背后站着全力
支持她的丈夫。多少次王晓阳深夜紧急返回医
院，都是丈夫开车。平时家里事情，也少不了丈夫
打理。

生病期间，丈夫总是陪在身边。一次，王晓阳
感叹：平时啊，都一直忙，生病了，反而能享受天伦
之乐。心里呀，只是感到对家庭亏欠太多。

在自传中，王晓阳曾写道，她从小就有两个愿
望：当教师和做医生，这两个愿望一直在她心中占
据着同样的位置。

天平在高三那年失去平衡，因为看到了一部
电影《人到中年》，王晓阳心中的天平倾向了医生
一边。剧中主人公陆文婷对病人关心、体贴，品
德高尚，技术上精益求精，以及对自己事业的爱，
深深地打动了她。尽管有人说医生辛苦，待遇

低，但作为“学霸”的她，还是毫不犹豫地在高考
志愿书上把所有志愿都填上了医科。王晓阳说，
我已决心把我一生献给这个为人解除痛苦的高尚
的职业。

所以即使在治疗期间，她仍不忘借助自己内
科专家的身份为周围人答疑解惑。

王晓阳赴京治疗期间，当时正在北京进修的
中心医院血液科主任王慧睿看望过她多次，每次
见她不是在和病友们积极打成一片，就是在抱着
肿瘤资料仔细学习。

陈瑛说，医生通常都对生命高于一切的理念
极为重视，而王晓阳常年在重症监护病房工作，天
天面对危重病人，可能对如何结束生命有着更深
刻的理解。

10月2日上午，王晓阳溘然长逝。下午，角膜
顺利摘除，并于当月6日和8日分别成功移植给
两位患者。

10月4日，医院为王晓阳举办一场俭朴的告
别仪式。一面鲜艳的党旗覆在王晓阳身上，这也
是她的遗愿——披盖党旗，不放哀乐。

多年的同事和一直陪伴在王晓阳身边的护士
伫立在遗体前痛哭流涕，久久不忍离去。

灵堂当时挤满了人。据马聪敏回忆，现场
多为不认识的面孔，都是多年来王大夫诊治过
的病人。

王晓阳说，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神圣的职业，
就准备好了去奉献。

王晓阳还说，如果有来世，她依然选择从医，
她要再战“百病之王”癌症。

…………
如今，王晓阳生前创建的病人微信群进驻了

新的医生，继续为群友们答疑解惑；她开创的内科
病例讨论制度，已在医院内进行推广……

松柏萦绕。自此邙山多了一处新墓，黑色大
理石庄严肃穆，墓碑上只有简单几个字：王晓阳
大夫。

3 初心不忘，
行动孜孜以求
她把信仰铭记在心，尽职尽责做好每
一项党务工作，“凡事总得有党员的样
子吧”

心存大爱，留“阳光”在人间
她像一团火，温暖他人，温暖社会，
即便生命垂危，也不忘留下最后的嘱托“捐献器官和角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