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年的安宁疗护志愿服务中，
岑利波对这项事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见解。“安宁疗护志愿服务不仅仅是帮
助终末期患者舒适且有尊严地离去，
更是帮助患者家属处理哀伤，让他们
善待自己、重拾内心的力量。”岑利波
说，就像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案例一样，
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给予他们情感上
的支持和关怀，能让整个家庭在面对
亲人离世时少些遗憾，让活着的人生
活得更好。

对于终末期患者来说，安宁疗护
志愿服务可以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视
角，让他们更加坦然地面对死亡；志愿
者的陪伴和关爱也能缓解他们的孤独
和恐惧，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感
受到温暖，让他们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对生命有全新的感受。而对于家属来
说，志愿者的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他们的负担，给予他们心理上的
慰藉和社会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度
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不过，在岑利波看来，并非所有人
都能做安宁疗护志愿者，因为一名安
宁疗护志愿者需要具备许多品质：首
先要有爱心和耐心，能够真正倾听患
者的需求，给予他们充分的关注和陪
伴；还要具备专业素养，如沟通技能、
芳香疗愈、音乐疗愈、法律援助等方面
的知识和技能，以便更好地为患者提
供专业支持；同时也要有清晰的角色
认知，明白自己的服务边界，在患者生
理状况不佳时，主动让位于医护团队，
确保患者得到最恰当的照护。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一
名安宁疗护志愿者必须要有专业的自
我觉察能力，只有这样，他才能在面对
生死问题时保持清醒，在为终末期患
者及家属带来更好服务的同时，不对
自己造成伤害。”岑利波说。

发挥自己的资源整合能力，把宁
波的安宁疗护志愿服务做得更规范且
可持续，这是岑利波对团队发展的期
望。“我们也希望借助各类媒体平台，
分享更多安宁疗护故事，让更多人关
注这项事业，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
志愿服务队伍。只有汇聚更多力量，
才能让安宁疗护服务覆盖到更多有需
要的人。” 记者 吴正彬

2022年，岑利波正式成为安宁
疗护志愿者，并在这一年参与组建
了“如宁所愿”慈善义工大队。该团
队由宁波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庞菊爱
发起，庞老师在2017年带领学生开
展临终关怀相关调研后，探索出“宁
愿、宁咖、宁嫂”的“三宁模式”——

“宁愿”为临终患者实现愿望；“宁
咖”做生命教育；“宁嫂”构建专业照
护者队伍。

“团队成立初期，大家都在摸着
石头过河。”岑利波回忆，当时通过参
加一些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他们逐渐
明确了努力的方向，也提高了大众对
临终关怀的知晓度，为后续的实践打
下了基础。

在鄞州区明楼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安宁疗护病区，“如宁所愿”
志愿团队为这里的患者带来了无数
温暖瞬间。有一位老爷爷，喜欢在手
机上打麻将，但手机流量不够用。团
队得知后，通过“宁愿”项目为老爷爷
解决了手机流量问题，满足了老爷爷
的心愿。这个看似微小的举动，却给
临终患者带来了极大的慰藉，让他们
感受到了自己是被社会关爱的。

在病房实践中，岑利波也收获了
许多感动。有一次，志愿者去看望一
位80多岁的老太太。老人因衰弱长
期卧床，看到志愿者进来，原本躺在
床上的她主动要求坐到轮椅上。那
天阳光正好，志愿者陪着老人聊天，
阳光洒在他们身上，画面很美。“老太
太因为家人无法长期陪伴，所以特别
珍惜和志愿者在一起的时光。”岑利
波深刻体会到，在患者生理状况允许
的情况下，陪伴和交流对他们来说是
那么的重要。

2024年清明，“如宁所愿”志愿
团队推出视频号，其中“我是安宁疗
护推荐人”系列视频备受关注。在
拍摄过程中，有两位推荐人让岑利
波备受感动，一位是患者本人，另一
位是年轻的患者家属。在录制后，
团队一直犹豫是否要向公众推送，
两位推荐人则用乐观的态度和从容
的微笑说服了志愿者。面对生死，
用“尊重、接纳、勇敢”去面对，未尝
不是一种选择。

岑利波是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社工部主任，也是“如宁所愿”慈善义工
大队的发起人之一，说起自己与安宁疗
护志愿服务的缘分，她觉得最早可以追
溯到30年前。那时，她还是一名助产专
业的学生，但已经对社会公益服务满怀
热情。一次，作为学生干部的她带领同
学们走进老年病院，为老人们提供陪伴
服务，帮老人洗头洗脚，那次活动也在
她心中种下了关爱他人的种子。

时光流转，家人的经历让岑利波对
临终关怀有了更多思考。2008年，她的
家人被查出患有肿瘤，术后情况不理
想，病情急转直下，当医生告知可以准
备后事时，岑利波却陷入了执念，她借
来氧气筒，试图延续家人的生命，可最
终仍无法挽回。家人在意识清醒时说
的那句“你太忙了，去照顾好孩子，不要
记挂我”，一度成为她难以释怀的痛。

在那段抢救的时间里，家人之间的
互动少之又少，这让岑利波意识到，生
命的最后阶段，人们往往因为过度关注
生理上的延续，而忽略了心理和情感上
的关怀。此后，岑利波开始反思自己的
行为，她学习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希
望能更好地理解和帮助他人。

2016年，她的同学在面临奶奶临终
抉择时向她求助，她根据自己的经历和
经验，给出了一些参考选项，比如营造
舒适的环境、播放老人喜欢的音乐……
尤其强调了精神陪伴的重要性。最终，
同学的奶奶安详离世。这件事让岑利
波真真切切看到了临终关怀的意义，也
让她更加坚定了关注临终关怀的决心。

2021年，岑利波又遇到了类似的情
况。一位老年患者突发疾病被送进
ICU，患者的晚辈都想要抢救，但患者本
人却坚决不愿意。岑利波建议患者家
人在和医疗团队明确病情转归的前提
下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最终，患者回
家后平静地走了。“在临终关怀中，尊重
当事人的意愿至关重要。”岑利波说，这
成为她日后开展志愿服务的重要准则。

正是这些经历，让岑利波对安宁疗
护逐渐有了更深的感悟：接受安宁疗护
似乎意味着放弃，但实际上，它提供的
是第三种选择——不是彻底放弃，而是
以症状管理、缓解疼痛为主，让生命的
最后阶段尽可能地舒适、有尊严。

让告别的场景
不再只有哭泣，让
生命的最后一章
充满尊严，这是作
为安宁疗护志愿

者的岑利波及其所在团队一直以来的目标。
从30年前为养老院老人洗脚的助产专业学
生，到如今带领百人团队实现终末期患者心
愿的公益达人，岑利波始终将自己过往的经
历视为一场与他人互相照亮的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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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利波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历。

把把““生命的句号生命的句号””
画得更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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