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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的诸城龙都卫生院，夏意正浓，湿热
的空气里夹杂着凄切的蝉鸣。

300多天前，这所卫生院的院长王金鉴躺在
病房楼里，和病痛作着最后的抗争。他在用残
余的精力和信念支撑自己，盼着女儿大学录取
通知书早日到来。

妻子迟永萍看着他发白的面庞、颤抖的嘴
唇，心如刀绞。怎奈苍天无情，2015年8月9
日，他带着对妻女的无限憾疚离开了人世……

改革先拿妻子开刀，

第一个下岗
收拾完60平方米的小屋，迟永萍关上风

扇，闭合好门窗。过滤掉外界的干扰，她才能
安下神来，回忆道：“金鉴脾气很犟，认准了
一件事，就下决心要把它干好。”

王金鉴是乡镇卫生院业务的多面手。16岁
时，他到程戈庄卫生院工作。在那里，他做了
20年药剂师，双手如秤，抓药可以做到分毫不
差，人送外号“黄金手”。

从2001年起，他先后在桃园、辛兴、百尺
河和龙都4个乡镇卫生院担任院长。相对于那些
大医院，乡镇卫生院是名副其实的小院、土
院，那时乡镇卫生院普遍不景气，通病很多：
硬件较差，一屁股外债，病人不来，连职工工
资都发不下来。

王金鉴数次临危受命。首先是在桃园，那
时的桃园卫生院可谓“火坑”。

火从何来？地处山区的桃园卫生院，条件
简陋。王金鉴接手时，石块和垃圾散乱堆在院
子里，药品摆放得乱七八糟，墙缝中有数处老
鼠洞，患者挤在脏兮兮的小平房里。附近群众
说起桃园卫生院，大多摆手摇头，难言满意。

和丈夫一起来的迟永萍见此景，心里难免
咯噔一下。与其说是卫生院，不如说是杂货
场。即便如此，她依然留下来，在卫生院的药
房里记账，照顾结婚十多年的丈夫。

对着眼前的脏乱，王金鉴找来铁锨筐兜，
默默干了起来。几个年轻职工看到满头大汗的
王院长，也纷纷加入。石块和垃圾被清理完
毕，连老鼠洞也被塞上水泥，卫生院的面貌焕
然一新。

外表干净了，内里更得明净。王金鉴发现
有的职工人浮于事，对患者冷淡，想灭掉这团
怪火。可从哪下手呢？思来想去，只有拿自己
人开刀，让妻子迟永萍第一个下岗。

“他说不能搞特殊化，家属坚决不能留下
来。”迟永萍虽满腹委屈，也只得收拾铺盖卷回老
家，独自拉扯着女儿，靠打打零工应付生活。

接连送走四五个浮于工作的职工后，王金
鉴开始思忖如何把流失的患者请回来。他常对
职工们说，也每每反问自己：“基层卫生院就
是为基层群众服务的。群众的需求是我们存在
的价值，如果群众都不来看病了，卫生院还有
什么存在价值？”

人命至贵，有贵千金。王金鉴深知良医难求，
他骑着那辆老式二八自行车，到40里外的诸城市
区一家家医院跑，苦口婆心劝专家到桃园坐诊。
慢慢地，来桃园卫生院求医的人多了起来。

2003年的辛兴卫生院，更是谁都不愿碰的
烂摊子。群众“大病不敢来，小病不愿来”，
职工工资发不出，卫生院濒临解体。职工们灰
心丧气，没了精气神，要么天天混日子，要么
找门路赶紧走。

40多人的辛兴卫生院，只剩下20来人，这
些职工也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辛兴卫生院副院长王术鹏还记得第一次见
王金鉴的场景———

“一个普通中年人，个头不高，夹着破
包，穿着旧夹克。他缓缓走到卫生院，四下张
望，瞅瞅这看看那，我们还以为是新来的司
机，没想到他是新院长，是来帮大家脱困
的。”

辛兴卫生院复兴的希望押在新建门诊楼
上。可后续资金迟迟不到位，门诊楼被迫停工
半年之久。为此，王金鉴到处借钱，好不容易
筹集了资金。

盖楼时，王金鉴像给自己家盖房子一样，
每天蹲守在工地上。他精打细算，恨不得一分
钱掰成两半花，连废钢筋、水泥袋子都攒起
来，甚至还学会了刷浆和刷漆。

“我早上给他皮鞋擦好鞋油，过几天回来
衣服皮鞋上，全是油漆和涂料，整个人就像头
小土驴。” 迟永萍回忆起那段岁月，嘴角浮
现淡淡微笑。

半年的少眠无休，换来了三层门诊楼的完
工。卫生院的职工有了奔头，再也没人提调离
的事情。

走进王金鉴的办公室，屋顶装有一台锈迹
斑斑的吊扇，吱吱悠悠地一圈圈转着，屋内燥
热异常。摆放着的桌椅、沙发、书柜，样式陈
旧，一眼看出年头不短。

这办公室内所有家具，竟是王金鉴厚着脸
皮从诸城市区一家医院手里“抢救”出来的。
原来，市区一家医院搬迁，废弃的家具，被他
当作宝贝拉了回来。

辛兴卫生院职工们记得，王金鉴在辛兴呆
了5年6个月零7天，留下1200平方米的门诊楼、
2600平方米的病房楼、2300平方米的后勤楼和
3500平方米的职工宿舍楼。

宁肯累自己，

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累
卫生院逐步好转，王金鉴的白头发却日渐增

多。“他经常说苦点累点没关系，等将来好了就都
好了。”迟永萍至今仍难掩心酸地啜泣道。

迟永萍心里一直想着“将来好了”赶紧来。她
和王金鉴曾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养到五岁时因患
先天性心脏病夭折。孩子重病期间，夫妻俩每晚
轮流抱着呼吸困难的儿子，彻夜不眠。

儿子夭折后，同事们从未见过王金鉴掉过
一滴眼泪，总像没事人一样，在医院里忙前忙
后。可有一次，一个同事打扫卫生时，忽然看
到从王金鉴的书里掉出一张小孩的照片。待她
弯腰捡时，王金鉴以快她几倍的速度捡起来锁
到了抽屉里。王金鉴的眼圈红红的，泪水涌上
眼角。

生离死别让迟永萍更渴望团圆。哪怕是在
租来的小窝里，一家人也能其乐融融。

可希望越热切，失望越剧烈。2003年的11
月，王金鉴罕见地早早回家，迟永萍既惊且
喜，为此还多准备了几道小菜。王金鉴提起筷
子，给妻子夹了几口菜，平淡地说：“俺要上
辛兴卫生院了。”

饭菜尚温，迟永萍的心却有些凉。她了解
辛兴卫生院，那里条件差、人心散，在诸城卫
生院中排名倒数，没人愿意去。她心里一百个
不愿意，可还是鼓起勇气问：“咱不去成
吗？”

“上级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我是党员，
就应该冲在前面。”王金鉴的眼睛眯成了一条
缝。

一夜未眠，两口子彼此无言。第二天一
早，王金鉴打点好了行囊，义无反顾地走了。

“他刚上辛兴那会儿，正是最难的时候，
十天半月不回家。我记着那年冬天格外冷，我
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买不上煤，孩子就捂在被
窝里写作业。”“女儿那时候小，小手捏着铅
笔冻得通红，哆哆嗦嗦地问我：妈，人家都有

爸爸，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爸爸啊？”
迟永萍盼周末，等到过了下班的点，却只

等来一个电话：“临时有事情要处理，不能回
家了。”其实，那晚王金鉴本来兴冲冲要回
家，可周末大家拼车回家，车满坐不下，他让
别人走了，自己留下来。

“2004年快过年了，我生病，好久没有看
到金鉴。除夕那天，下午五点多，我们一家三
口终于见面了。我看到他的衣服也皱了、头发
也白了，满身泥水和油漆，像逃荒回来似的，
我俩一下子抱在一起。我在他怀里使劲哭。”
迟永萍回忆当时的情景，眼泪扑簌直下。

“永萍啊，以后会慢慢好的，我暂时顾不
上你们，我会好好补偿你们的。”一句拙朴的
话，让迟永萍娘俩又过了一年。一起走过这么
多年，迟永萍知道丈夫王金鉴宁肯苦自己、累
自己，都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罪。尤其是他所在
的卫生院，服务的多是农村的贫苦百姓，生活
更加不易。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为农村
医疗、为百姓做更多的事。

刚到辛兴卫生院时，院里有一排低矮破旧
的平房，作为值夜班职工的宿舍。王金鉴把好
房间让给别人，自己住最差的一间。房间大门
正对着高约3米的仓库，盛夏湿热深冬刺骨。迟
永萍来辛兴看望丈夫，看到床上单薄的被褥，
眼泪就扑簌簌地往下掉。

为改善职工的住宿条件，王金鉴盖了一栋
家属楼，自己也分到了一套房子。王金鉴当了
好些年基层院长，可一家人一直居无定所。

“我和他先住在程戈庄卫生院宿舍，后来
租了房子，再后来住在亲戚的房子里，一直都
没有自己的家。”知道王金鉴分到一套住房，
迟永萍高兴得几晚睡不好觉，不顾丈夫劝阻执
意要去辛兴看看新房子。

到了卫生院，迟永萍才知道，丈夫已将家
属房腾出，让给了一位外地专家，自己搬到顶
层的办公室了。

“我埋怨他，觉得他太不爱惜自己身体。
原来的宿舍条件太差，上面掉土，下面返潮，
住在那里让我难受。现在好不容易分套房又给
让出去，他怎么就这么傻？”

王金鉴只是笑笑，眼睛眯了起来，安慰妻
子住哪其实都一样。

“人活着是要吃饭，

但绝不是为吃饭而活着”
“其实都一样”是王金鉴常挂在嘴边的

话，卫生院职工们听得耳熟。
“他在吃穿住行上从不讲究，大家提意

见，他就用其实都一样来解释。”辛兴卫生院
财务科长王娜娜说。

有时候半夜三更做手术，他就像病人家属
一样等在外面，一直等着。手术结束了，职工
们疲惫，他也熬红了眼圈，但是一清早他就到

街上买来小米粥和油条，嘱咐大家多吃点。
可他自己却过着苦行僧的生活。王术鹏还

记得，王金鉴将一些馒头片放在太阳底下晾晒
的情景———

把买来的馒头切片摆在日光下，晒干了制
成馒头干。平时吃饭时，用水一泡，兑点咸菜
就是一顿饭。大家劝他改善改善生活，他总是
说：“不就是顿饭嘛，饱了就行，人活着是要
吃饭，但绝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

他和单位司机一起出差，别人从衣着上把
司机当院长，把他当司机。有人劝他做院长要
注重仪容外表，王金鉴又说，穿啥其实都一
样。

在卫生院，王金鉴有一辆“专车”。他把
车让了出来，作为卫生院的班车。班车接送职
工、接送患者，就是不接送院长。“院长的车
是手术病人专车，那会儿乡镇公路坑坑洼洼
的，颠得厉害。病人在我们院里做了手术，出
院的时候院长让用院里唯一的桑塔纳轿车送病
人回家，轿车舒服，不会扯得刀口疼。”王娜
娜说道。

2009年6月，王金鉴从辛兴调到百尺河卫生
院。“他来的时候，没人想到他竟是这么好；
他离开的时候，交接会上大家哭作一团。”辛
兴卫生院副院长蒋红梅说。

王金鉴到任之初，蒋红梅到百尺河的亲戚
家做客。亲戚边招呼边兴致勃勃讲：“从你们
辛兴调来一位好院长，百尺河医院变得很不一
样。”

蒋红梅非常惊讶，王院长才调任不久，竟
又忙碌了起来。蒋红梅转念一想，其实到哪都
一样，这不就是那个闲不住、总想干事创业的
王院长嘛。

半年之后，上级考虑王金鉴与家庭聚少离
多，将他调到龙都卫生院。龙都卫生院毗邻市
区，条件较好，调任此处是对王金鉴的照顾和
关怀。

王金鉴还是停不下来，他首先控制辅助检
查的费用，降低药品价格，减轻百姓的就医负
担，将公共卫生服务落到实处。

在龙都，王金鉴每天主持晨会，总是第一
个来。卫生院办公室主任向王金鉴建议：“院
长，现在很多单位都用指纹机点名，要不咱也
买一台？这样您就不用每天都到会议室点名
了，再说机子也不贵。”

王金鉴语重心长地说：“点名是次要的，
我主要想利用点名的机会，把我发现的问题指
出来，把我的想法传递给大家，我要让大家心
往一块使、劲往一处拧。”

打开龙都卫生院的电话号码簿，扉页上便
是王金鉴生前亲笔撰写的《职工修养十二
条》：1、看一个人的操守，在其利益得失时；
看一个人的度量，在其面临喜怒哀乐时……9、
坚持以德修身，境界提高了；坚持业务学习，
专业功底扎实了；肚子里装得东西多了，才能
做到厚积薄发，少犯错误……

王金鉴的“三好理论”

“爱人如己是大哥的天性。”王金鉴的弟
弟王金明说道，哥哥是家中老大，十多岁时就
推着小车到城里面粉厂换面，为家里买油买
菜，“过年的时候，爹娘忙年没时间赶集，都
是大哥带着我和二哥去买过年的衣裳，买一毛
钱三十个的小爆竹，他自己却舍不得花钱买点
啥。”

“每次我们兄弟聚在一起聊大哥的工作
时，他就说：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
医院才能办好；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姊
妹看，医院才能管理好；拿病人当自己的亲戚
朋友照顾，病人才能恢复好。”王金明谈及大
哥的“三好理论”。

在程戈庄卫生院，一位在家破膜的临产孕
妇，胎位不正、脐带绕颈2周，必须马上剖腹
产，可当天手术包已全部用完。王金鉴马上电
话联系周边乡镇医院，自己骑着摩托车借来手
术包。手术期间，王金鉴一直在手术室外陪家
属聊天，缓解家属的焦虑。

辛兴镇山东村伤残军人刘淑臻，复原后定
期到辛兴卫生院诊疗。2003年11月，初任院长
的王金鉴看到因病痛折磨而心情不佳的刘淑
臻，正和值班大夫闹情绪。王金鉴主动上前和
老人聊家常，了解老人在战争中腿部受伤截
肢，子女不在身边心情甚为苦闷。

王金鉴经常抽时间陪刘淑臻聊天，掏钱帮
买饭、打水。有一次王金鉴外出培训，他怕天

冷路滑老人外出不便，就给同事100元钱扛回两
箱大碗面，以备不时之需。后来，老人不光看
病找他、换假肢找他、家里有难题也找他，把
王金鉴当作亲人。

2009年6月，王金鉴调任百尺河卫生院，刘
淑臻就跟到百尺河。2009年12月，王金鉴调到
龙都卫生院，老人又跟着过去。

有人问刘淑臻：“老大爷，王院长又不看
病，您在辛兴看病好好的，为啥总大老远来找
他呢？”“俺信他”，刘淑臻三个字的回复让
许多人动容。

在辛兴卫生院盖门诊楼时，王金鉴总泡在
工地上。他看到一名拾荒者经常在工地附近休
息，便拜托他在自己外出时照看工地。拾荒人
说到做到，王金鉴大为感动。王金鉴了解到拾
荒人无儿无女，便常带着生活用品去看望老
人，聊聊家常，老人孤寂的晚年生活有了一丝
温暖。老人逢人便说，自己就没见过这么没架
子的好干部。

“他挨个病房转，有窗户透风，第二天他
就修好了。那时候他睡觉也不多，晚上就一个
人围着医院转悠。”王术鹏说道。

“有一次，在门诊大厅里，一名40多岁的
病人家属发现身上仅有的120元钱丢了，心疼地
大哭。王院长问清原因后，安慰她说，钱找到
了，快别哭了。其实，在场的好几个同事亲眼
看见王院长从自己兜里掏出了120元钱，塞给她
付医药费。”王娜娜回忆道。

在龙都卫生院，打扫卫生的职工管明彬冬
日衣衫单薄瑟瑟发抖。王金鉴看到后便拿出300
元钱，悄悄嘱咐两位工作人员给老管买件过冬
御寒夹克。老管拿到衣服，老泪纵横。

在王金鉴家里，家里妻子管钱，他一个月
给家里300块钱。迟永萍知道，他把钱又花在病
人身上了，“可能他天生就是那种有悲悯情怀
的人吧，看不得别人遭苦遭罪。”

“再给我十年，

我会让我的人生更完美”
龙都卫生院病房楼竣工后，王金鉴回家的

频率高了起来，迟永萍再一次看到“好日子来
了”的希望。

然而日积月累、忘我的工作，使王金鉴积
劳成疾。2014年11月，他自己成了患者，被诊
断为肝癌晚期。

王金鉴向医院请了半月假到上海治病。
“在大医院住院期间，他还了解人家医院的管
理模式，琢磨人家哪里值得学习。临上手术室
了，他还拿着手机拍医院的宣传版画。”王金
明说大哥完全忘掉了自己是个重病患者。

可不到10天，他自感时日无多，执意要回
到工作过的龙都卫生院。刚到诸城，他就回到
医院参加考勤大会。在晨会上，他向大家讲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报自己关于工作的点
滴看法。台上声音时断时续，台下同事一边
听，一边担心着自己的院长。

住院期间，他还关心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改
革，身体一有起色，就向主管领导说说自己的
想法，希望自己的建议能为新医改提供一些借
鉴。在弥留之际，王金鉴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
说：“假如上天再给我十年时间，我会让我的
人生更完美！”

“我尽心尽力，无怨无悔，这辈子值了，
只是对闺女有亏欠，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
任。”病床上，王金鉴和迟永萍说着心里话，
表达自己的歉疚。

“他一直在等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他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
迟永萍说道。

因家里经济条件有限，父亲治病又欠下将近
十万元的医药费，在填报志愿时，女儿填报了西
南和西北的学校。旁边人问她为什么这样选择，
她说：“我爸爸治病欠了不少钱，西南和西北地区
消费低，我选的专业学费也低一些。”

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也为了以后更方
便照顾母亲，女儿选择了青岛的一所大学。她
的父亲清贫了一辈子，她知道，父亲给她留下
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拿医院的事情当自己的日子过，医院才能办好；把医院的同事当自己的兄弟姊妹看，医院才能管理好；拿病人当
自己的亲戚朋友照顾，病人才能恢复好。”这是潍坊市优秀共产党员、诸城市龙都卫生院原院长王金鉴的“三好理
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扎根基层34年，先后担任4个乡镇卫生院院长，不忘初心，任劳任怨。遗憾的
是，他的生命却在50岁时戛然而止……

王金鉴：“小院长”的大医胸襟
□ 本报记者 鲍青 张鹏 本报通讯员 张晶 李芳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特里莎·梅将成英国
历史上第二位女首相

英国首相卡梅伦宣
布辞职，特里莎·梅将成
为继撒切尔夫人之后英
国 历 史 上 第 二 位 女 首
相。

美国女子酷似希拉里
与名人见面月收入过万美元

61岁的Teresa Barnwell（图）
因为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
里-克林顿酷似，便模仿希拉里与
名人见面，赚得钵满盆满，月收入
高达10000美元。当克林顿1993年当
选美国总统时，到哪里都有人把她
认错为希拉里。

女子穿比基尼跳入
罗马历史喷泉嬉戏

3名年轻女游客穿比
基尼跳入具有400年历史
的意大利罗马帕欧拉喷
泉嬉戏。当地有明文规
定，在当地喷泉游泳或
洗涤属违法行为，若遭
检控，可被罚200欧元。

克罗地亚为宠物狗
开沙滩酒吧

克罗地亚第一家专门为

宠物狗设计的沙滩酒吧，为
宠物狗提供特别准备的冰激
凌、狗啤酒和小吃，使狗狗
和主人可以在海滩上同享惬
意时刻。

王金鉴说，“上级让我去哪，我就去哪。我是党员，就应该冲在前面。”（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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