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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先生今年 59 岁，家住鄞州区。
一年多前，他因胃部不适前往医院检
查，一查就查出胃癌。他一下子蒙了，
又跑了其他医院，希望结论有误，但

“奇迹”终究没有发生。他消沉过，也曾
心有不甘，但天性乐观的他发现真正
到了绝境，心态反而放平了。他觉得死
亡并不是生命的结束，或许是开启了
人生旅途的下一站。经历休整后，他决
定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多做些有意
义的事。

虞先生一心一意地安排起自己的
身后事：遗照选的是彩色的，用的还是
戴着墨镜和旅行帽的旅游照；去世后，
要穿自己平时喜欢穿的衣服离开；告别
仪式尽量简单……这些与众不同的临

终遗愿，都是他在1年多的时间里反复
推敲后确定的。

这些遗愿家人都能一一照办，唯独
遗愿清单里的最后一个心愿——捐献
遗体，家人接受不了。受传统观念影响，
家人无法理解：怎么忍心将离世的亲人
送到陌生的地方，交给一群陌生人？同
时，家人还面临来自亲朋好友的压力以
及内心深深的不舍。但另一方面，面对
虞先生“人生短暂，想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的请求，家人也有自己的纠结：他这
一辈子与人为善，人生最后一程的心愿
也是为了帮助别人，不该帮他实现吗？

考虑再三，家人含泪答应了他捐献
眼角膜的请求。在家人的见证下，他签
订了眼角膜捐献协议。

捐献意愿曾遭全家反对

出生两周不得不进行手术

据介绍，这个宝宝2023年 12
月下旬出生，当时胎龄只有30+5
周，体重1.35公斤。宝宝出生就住
进了NICU，几天后出现消化道出
血、腹腔感染、腹胀等症状，考虑新
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经过抗感
染等对症治疗，效果欠佳。

2024年1月初，该院外一科团
队急诊进行剖腹探查，确诊是新生
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回肠部分坏
死、结肠部分坏死、回部坏死。这是
早产儿常见的胃肠道危急重症，病
死率高，远期生存质量差。病情确
诊后，外一科李勇主任团队迅速为
患儿进行了手术：小肠部分切除、
结肠部分切除、坏死回盲部切除、
回肠造瘘。

手术后，经过重症监护、抗感染
和营养支持治疗，患儿逐渐好转，体
重也开始增长。

放弃春节休假指导宝妈护理

重症监护1个月后，患儿于2月5
日转到外一科的普通病房。责任护士张
晶晶介绍说，患儿到他们科的时候，体
重虽然长到了2.2公斤，但对家属来说
还是太小，简直像捧在手里一样。这种早
产儿的照护，对家属来说是极大的挑
战。

刚来的时候，给宝宝穿衣服，换
尿不湿，宝妈啥都不会，他们手把手
地教，如何怀抱宝宝，如何喂奶……
这其中最难的还是造口袋如何更换。
当时临近春节，几天后，宝妈觉得都
学会了，除夕前一天就出院了。出院
的时候，张晶晶看出宝妈还是有很多
顾虑，便加了她微信，如果有任何问
题，可以随时咨询。

回家没两天，宝宝大便变得很
稀，宝妈一天需要换两三个造口袋，
再加上造瘘口有出血现象，非常焦
虑。宝妈说，当时正值春节，不好意思
打扰，后来实在担心，就拨通了张晶
晶的电话，询问造口出血怎么办，造
口袋一直要换怎么办。

张晶晶说，当时语音里能明显感
觉到宝妈的焦虑。那天是大年初三，
她还在新昌老家休假，考虑到微信指
导跟现场还是不一样，当天下午她就
返回宁波，马不停蹄赶到宝妈家时已
经是下午6点多了。

宝妈说，张晶晶细致讲解了宝宝
造瘘口轻微出血及造口袋易漏的原
因和应对方法，再次手把手教她如何
更换，然后教她如何合理喂养，每天
记录奶量及宝宝体重增长情况，定期
到新生儿科及外科随访，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她的焦虑，让她放心了很
多，也有了信心。

4月中旬，宝宝在全麻下接受了
回肠造口闭合以及回肠吻合等手术，
术后快速康复治愈出院，早产宝宝终
于成功闯关。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马蝶翼 文/摄

确诊癌症后

他为自己的“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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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凌晨4点多，虞先生在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明楼东胜分
院的安宁疗护病房安详去世。确诊胃癌一年多来，他一直在重复练习
一件事：完成人生最后一场告别。

他为自己的“谢幕”选了一个浪漫的结尾：捐献眼角膜——“既能帮
助别人，又能让自己继续看世界，很浪漫啊。”

随着病情加重，今年3月15日，虞
先生入住鄞州人民医院医共体明楼东胜
分院安宁疗护病房。这个病房是浙江省
首个设在社区医院的安宁疗护病房，自
2018年8月29日启用以来，已为近400
位临终患者提供了安宁疗护服务。

护士长舒林玲在病房见过很多生离
死别，但在虞先生身上，她看到了患者对
生死的另一种解读。

“很瘦，眼睛很大，很有神。”这是安
宁疗护病房16名医护人员，以及照顾患
者的护工对虞先生的初步印象。一番接
触下来，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自己被
这位终末期的病人反向“照顾”着。

这是为什么？
虞先生来医院住院时，自带了一个

“输液报警器”，输液完了报警器会自动
报警，这样陪护人员就不用总是盯着；痛
到整夜整夜睡不着时，他特意把医生配
的安眠药放在白天吃，“这样工作人员白
天就不会那么忙，她们也需要‘减减
压’”；他还带了一个小夜灯，晚上病房里
的灯关了，光线可以暗一点，病人和陪护
人员都能休息得好一点。这些几乎不着
痕迹的小细节，被照顾他的工作人员“捕
捉”到了，大家既心疼又感动，“他真的是
细心又善良”。

“我也曾照顾过生病的父母，知道病
人的需求，也知道陪护者的辛苦。他们能
休息好也是对自己好，这样能更好地护
理病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
面对大家的感谢，他曾笑着这样回应。

工作人员评价他“细心又善良”

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虞先生
也表现得坚强又乐观。该病区主任裘继
燕说，虽然虞先生已经到了肿瘤终末期，
有腹胀、便秘等问题，但每次去病房查
房，或者为他做治疗、护理时，他总会向
医生护士表示感谢。如果有需要，他也会
主动向医生护士们表达自己的要求，希
望能得到什么样的治疗和护理。

有一次，虞先生向舒林玲提出，希望
扎在胸壁输液港的无损伤针能够一个月
更换一次，这样可以减少扎针给他带来
的痛苦。按照护理常规，无损伤针至少要
求一周一次更换，他的这个要求让护士
们感到为难。后来，舒林玲咨询了总院的
护理专家，决定满足虞先生提出的这一
要求，但同时要求护士们每天都要做好
护理评估，每周更换一次贴膜，这样在减
少病人痛苦的同时，有问题也能及时发

现，减少感染的风险。
对于安宁疗护病房的“特殊关怀”，

他一直心存感激。虞先生去世后，按照他
的生前预嘱，宁波市眼科医院的医护人
员到安宁疗护病房摘取了角膜，整个捐
献过程很顺利。据了解，这是该安宁疗护
病房的第四位角膜捐献者。

相比于其他器官移植手术，由于角
膜本身不含血管，是目前同种器官移植
中成功率最高的一种，也是眼科中重要
的复明手术之一。据了解，我国临床使用
的眼角膜供体年龄为2岁-70岁。只要
没有患上淋巴瘤、血癌、骨髓里或涉及眼
睛的恶性肿瘤，大部分癌症患者离世后
是可以捐献角膜的，角膜移植手术将给
等待通过角膜移植复明的患者带来光
明。

记者 庞锦燕 通讯员 顾忠娟 文/摄

他坚强得让人心疼

选了一个浪漫的结尾

早产宝宝经历开腹手术
白衣天使帮他成功闯关

医生在患儿病房查房。

胎龄30+5周，体重1.35公斤。这样的早产宝宝，注定了命运多舛。幸运的
是，经过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和精心守护，宝宝
成功闯过了一道道生死关卡。4月中旬，这名出生仅4个多月的宝宝手术后快
速康复，治愈出院，目前体重增加到5公斤左右。几天前，该院外一科收到这
位患儿妈妈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激，背后的故事也很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