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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门医生”王桂湘：

坚守海岛32载如一日

采写：本报记者 郑振华
摄影：本报记者 程 霖

“工作总要有人做，去哪
儿都是干活，只要做好自己的
本分就好了。”8月30日，王
桂湘接受采访时轻描淡写地
说道，对海岛从医生涯早已习
以为常。

“平时就是给岛上的村民
看看感冒、发热、拉肚子这些
小病，重病患者都转去市区治
疗。”从1987年一毕业就来
到珠海桂山镇中心卫生院，王
桂湘扎根桂山岛32载，自认
为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迹。但就是这平淡的坚守，让
他成为当地海岛群众和流动
渔民心目中可以托付健康与
生命的“压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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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宋雪梅报道：“尽管
语言不通，但付出关爱的同时收获友
谊，这些最终都会变成照亮我们日后
成长之路的星星。”记者9月1日从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
国际学院获悉，该校一群怀揣公益梦
想的大学生将帮扶之手伸向国外，利
用暑假奔赴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尼
泊尔等地展开义工之旅，产生了广泛
而良好的社会影响，学生们也从中收
获经验和成长。

去新加坡陪护老人

“起初我从未想过，在乐龄老人
身上能看到一张张和善、包容和有
活力的笑脸。”2016级会计学专业
学生韦纪彤前往新加坡，参加了该
校由全人教育办公室情绪智能发展
中心主办的“乐龄星辰”新加坡暑期
项目。

韦纪彤说，最开始接触这些老人
时，发现他们听不懂汉语,英语也听
不太明白，“尽管语言上稍微有点障
碍，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度过美好时
光。”韦纪彤表示，陪护老人的那段时
间，她还学了很多经典老歌，“希望多
年以后，等我变老了，还能快乐地唱
出这些歌”。

2016级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专
业学生廖子萱则表示，此行收获的不
仅是经验和知识，还有老人们的智慧
和触动人心的点滴瞬间。

据悉，该项目已经举办多年。在
行程中，同学们既参观了新加坡的乐
龄机构，了解养老现状和制度，还接
受了同理心、倾听、临终关怀等技巧
培训，并运用在与养老院老人的交流
互动中，这让同学们在提升情绪智能

的同时，也引发对生命的思考。

到柬埔寨支教

今年暑期，还有不少UIC的同
学选择以教师志愿者的身份前往泰
国、柬埔寨，为当地残疾青年、孤儿和
街头儿童服务。同学们通过做志愿
服务，在投身公益的同时，也可以领
略异域美景与风土人情。

2017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李可
颖选择了到泰国当义工。“在当地举
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夜活动里，我负
责教折纸。那天很多坐着轮椅的残
疾人过来我的摊位，在他们中，有一
个女孩很爱笑，她有一只手只有一根
手指。一开始我很紧张，担心教不好
他们，因为他们手脚不太方便，后来
在教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女孩可以
灵活地运用那只残缺的手折纸，我觉
得很惊讶。”

李可颖表示，除了帮助这些残
疾人，从他们身上也收获到正能量：

“有些改变不了的东西就由它去吧，
怀着一颗向上的心，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也能把生活过得阳光明
媚。”

2018级会计学专业学生陈雨萌
选择去柬埔寨支教。她表示，在柬埔
寨的半个多月里最大的收获是小孩
子热情赤诚和无条件的爱，“表达出
爱是一种能力，热情的人本身充满了
能量，赤诚的人活得坦荡潇洒，这些
是柬埔寨的小孩子们给予我的感
触。”

陈雨萌表示，在帮助这些孩子的
同时也被他们感染和打动，“好像有
一股力量支撑着我，让我变得更勇敢
也更平和。”

珠海大学生国外献爱心做公益
暑期赴新加坡等地展开义工之旅

□本报记者 廖明山 苑世敏

2017年，在和斗门区固定无偿
献血点工作人员的聊天中，闫康平对
无偿献血工作所面临的困境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很多人会害怕，对无偿
献血持一种不了解、不参与的态度。”
随后的时间里，他把自己志愿服务工
作的重心放在了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上，让更多人了解无偿献血。

今年上半年，斗门区无偿献血量
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献血量，更是
2017年的4倍之多。其中，闫康平
功不可没。2019年1月，闫康平获
得“广东省五星志愿者”荣誉称号，还
先后被评为 2019 年首季“斗门好
人”，2019年五六月份“珠海好人”。

发现无偿献血工作面临的困境

闫康平是美商年益科技（珠海）
有限公司职员，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斗门区红十字志愿工作者协会

“三献”志愿服务中队队长。2015
年，闫康平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志
愿服务工作，工作重点是进敬老院为
老人送欢乐、送温暖，同时还提供环
保志愿类服务，宣传环境保护知识。
2016年，闫康平首次进行无偿献血，
此后的时间里，他每年都坚持献全
血，至今已经捐献6次全血。

2017年年底，闫康平的志愿服
务工作重心发生了转变。在一次献
血中，他得知珠海市中心血站的流动
献血车，虽然每个月在斗门区都会开
展固定常规献血活动，但是效果不理
想，前来献血的人不多。“当时我在献
血点跟工作人员聊天，在那里待了半
个多小时，都没有看到有人来献血。
我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每次4个
小时的工作时间里，往往只有十几个
人来献血。”闫康平说，自那天起，他
就带领志愿服务团队，专门开展无偿
献血知识宣传工作，让大家对这项公
益活动有更多的了解。

积极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发现问题之后，闫康平马不停蹄

地开始宣传无偿献血知识，“要先了
解大家是怎么想的，这个工作才好开
展，”闫康平说。随后，他从做身边人
的思想工作开始，听他们对无偿献血
的看法，认真给他们讲解无偿献血的
安全性、重要性，带动身边人率先加
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去。

“大家不想参与无偿献血的原因
大多是出于害怕，怕不安全、不卫生，
因此，宣传初期，我带领志愿者队伍，
一行10多个人在人口密集的市民活
动区域，派发无偿献血宣传单，还组
织市民观看无偿献血宣传片，发动新
青工业园的心益志愿者组织参与到
献血活动中，并协助西部车城、珠海
南方汽车集团等企业开展无偿献血
志愿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参加无偿
献血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的志愿者
队伍也从刚开始的10多人发展到现
在的40多个人。”闫康平说，“跟之前
相比，现在斗门区无偿献血的情况有
了很大改善。有一对夫妻让我印象
很深刻，去年台风期间，在大家都不
出门的情况下，他们坚持来到固定献
血点献血。当时，我问他们为什么坚
持来，他们说‘献血时间有限制，我们
不想错过了’。”

除了个别案例，更令人惊喜的
是，在闫康平志愿者团队的宣传带动
下，之前对无偿献血持观望态度的人
也开始加入到献血队伍中，并主动跟
身边人讲解无偿献血知识，带动其他
人参与无偿献血。如今，斗门区固定
无偿献血点每次4个小时的工作时
间里，最多的一次迎来了46位参与
无偿献血的市民。

在参加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过程
中，闫康平了解到捐献造血干细胞
能为患有白血病、地中海贫血的患
者提供很大帮助，于是在2018年1
月 20日，他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
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自己捐献的血液在珠海市中
心血站检验合格后会送到珠海市各
大医院的血库，能够为珠海人民的
健康提供一点帮助，我感觉很满
足。这些年一直做志愿活动，最大
的感受就是尽己所能，能出一份力
就很开心，做自己想做又有意义的
事，在帮助他人时自己也得到了快
乐。”闫康平说。

“珠海好人”闫康平身体力行

宣传无偿献血知识传递大爱

“王医生，我最近血压有点
高。”

“你吃东西要注意一点，不要
吃太咸、太油腻，还要多走走路、
适当锻炼。”

2007年，王桂湘成为桂山镇
中心卫生院院长，但他还是习惯
大家叫他“王医生”，“叫王院长就
显得和病人距离远了。”

桂山岛上住着 3000 多人。
这里有140多名高血压病患者、
约20名糖尿病患者，王桂湘清楚
记得每一位病人的病情。除了在
卫生院坐诊外，他还经常上门给
行动不便的老年患者看病。岛上

谁的降压药、降糖药吃完了，谁家
孩子到时间打疫苗了，岛上几位
精神病患怎么样了，谁家盆盆罐
罐要清积水防蚊了，王桂湘和海
岛医生们甚至比患者自己还清
楚。

“王院长从来不在我们面前
摆架子、论资质，每件事情他总是
先带头去做好，才来要求我们也
要做好。”已经在桂山镇中心卫生
院工作了25年的主治医生柯培
森告诉记者，在王桂湘以身作则
带动下，卫生院全体员工人心思
齐、爱岗敬业，安心扎根海岛。

“把病人的病看好就是我的

初心。时间久了，海岛居民需要
我们，这就是我们坚守下去的动
力。”王桂湘2009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他眼里，尽一名党员的职
责和做好海岛医生是一致的。

“刚来桂山岛的时候，看病主
要靠‘老三件’：体温计、听诊器、
血压计。现在条件好了，B超、
CT等仪器都有了。”王桂湘告诉
记者，2000年以后，海岛卫生院
的设施逐步完善，医护人员队伍
也发展壮大起来，岛上居民就诊
环境大为改善。

2016年，桂山镇中心卫生院
成为“珠海市人民医院海岛分

院”，除了卫生院自己的5名医生
和5名护士外，市人民医院还长
期选派专家前来坐诊。海岛分院
还设立了5G远程医疗点，疑难病
症可以得到大医院专家的远程指
导。

“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
招聘一位妇产科的医生，让海岛
居民可以在家门口生孩子。”王桂
湘告诉记者，目前海岛分院的医
生都是全科医生，虽然设置了产
房但尚未开展分娩服务。他期待
未来有更多的专科医生能够扎根
海岛，为岛上居民提供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

期待更多医生扎根海岛

1987年，王桂湘医科大学大
专毕业，正赶上珠海市卫生局到
广西招聘医生，他和几个同学报
了名，离开家乡的大山，来到了珠
海桂山岛。

“当时我们一共来了 11 个
人，分配在三灶、小林、南水和万
山岛、担杆岛、桂山岛这6个点。”
王桂湘清楚地记得，刚上岛时，桂
山镇中心卫生院只有5名医生，
没有护士，看病、开处方、抓药、打
针全部都是这5个人做，甚至连
患者用过的床单被罩都要医生去
洗。业余时间，王桂湘和同事还
要上山担水、劈柴烧火。

“那时候，一周只有两班船
往来海岛和市区，还是人货混
装，我们就和蔬菜、家禽一起在

船舱里颠簸两个多小时，下船以
后身上都是一股怪味。”王桂湘
说，由于卫生院人手少，大家平
时也没有多少机会去市区，去一
趟香洲区都要给卫生院捎带一
些药品和医疗耗材，下船后还得
靠手提肩扛运到半山腰的老卫
生院。

当年的海岛上全靠柴油发电
机供电，通常晚上八九点就停电
了，照明主要靠煤油灯和蜡烛，一
到晚上四处一片漆黑，没有亲人
的陪伴，日子显得格外孤苦。

“有些同学说，我们生活
在‘孤岛’上，太难熬了。”王桂
湘说，当初一起上海岛做医生
的同学，有的忍受不了孤独就
回家乡去了。“海岛上条件确

实艰苦一些，但是岛上的居民
更加需要医生，我既然选择了
做医生，就不能挑地方。”王桂
湘说，依照当年的政策，新招
的海岛医生干满 5 年，就可以
申请调到市区工作，他也曾犹
豫过，但最终还是留下来、扎了
根，而且一扎根就是30多年。

海岛的清苦，对于从大山里
走出来的王桂湘来说，并不是最
难熬的。他坚守32载如一日，从
不言悔，却把对亲人的愧疚和牵
挂埋在心底。

1989年的一天晚上，邮局送
来电报告知60岁的母亲在广西
老家因病去世。惊闻噩耗的王桂
湘急忙往回赶，却因交通不便第
4天才回到老家，而母亲已经入

土。
1997年，妻子在海南老家分

娩时，他忙于完善岛上各项医疗
服务系统攻坚工作没敢请假，见
到儿子第一眼已是45天之后。
孩子一岁时喊的第一声“爸爸”，
他也是在电话里听到的。

即便如今，往返桂山岛和香
洲港的航班每天多达7班船，王
桂湘回香洲与家人团聚的次数也
是屈指可数。“一个月回家一两
趟，有时忙起来一个月一两趟也
保证不了。”王桂湘说，隔得时间
长了回家一次，妻子会嗔怪一句：

“识得返来啦？”但从未有过多的
埋怨。

而家人的支持，也是王桂湘
能够长期坚守海岛的动力之一。

扎根海岛32载不言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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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山岛是珠江口锚地，大量
流动渔船前来停泊，很多大型远
洋货轮和工程船只也在附近等待
引航船，流动渔民和远洋货轮的
船员发生疾病或意外，大多会第
一时间向桂山镇中心卫生院求
救。

“有时一个电话打过来，说有
人受伤了，让我们做好急救准备，
但是伤在哪儿、伤势如何都不清
楚，就会比较紧张。”32年来，王
桂湘已经记不清抢救过的伤员究
竟有多少个。为了应对不期而至

的急救任务，他除了上门出诊外，
大部分时间都守在卫生院，就算
是晚饭后散步也大多局限在卫生
院方圆一公里范围之内。

2017 年 8 月 23 日，强台风
“天鸽”正面袭击珠海，桂山岛受
灾严重，水电、通讯全部中断，岛
上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但
是，王桂湘和同事们却比往日更
加忙碌——在台风中受伤的患者
不断被送来桂山镇中心卫生院，
清创、包扎、输液，刻不容缓，值班
的医护人员紧张有序地开展救治

工作。
当天，有一名患者颈部被玻

璃刺伤，情况危急，身为院长的王
桂湘二话不说，立即组织值班的
医护人员展开急救，在手电筒灯
光的照明下，仔细为患者清理、缝
合伤口，次日将其转送至市人民
医院继续救治。

“台风天，一般的小病村民都
不会来卫生院，来的都是受伤的
急诊患者。”20多名不同程度受
伤的患者经过救治后转危为安，
但是王桂湘的心却总觉得不踏

实：卫生院外面的玻璃大门被台
风刮跑了，门铃没电也不会响，万
一还有受伤的群众来，在楼上值
班的医生听不到门铃响耽误救治
怎么办？

思虑再三，王桂湘想出了一
个权宜之计：他将一张诊室床搬
出来，和衣而睡守着卫生院大门，
一旦有病人来一眼就能看见。

就这样，王桂湘连续在卫生
院大门口守了3个晚上。台风过
后，岛上不少居民都管他叫“守门
医生”。

台风天卫生院的“守门人”

闫康平（左）在宣传无偿献血知识。 受访者供图

王桂湘和同事们全力抢救一名被电击倒的患者。

王桂湘来到海岛居民家里为老人检查身体。 王桂湘和同事们全力抢救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