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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份责任担当起来”
——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吴佳佳

急 诊 科 是 医 院 里 情 况 较 为 复 杂 ，
抢救任务最重的科室。在北京儿童医
院急诊科，平均每年接诊来自全国各
地患儿近 20 万人，抢救急危重症患儿
超过 2 万人。王荃担任北京儿童医院
急诊科主任 4 年来，带领着急诊外科
11 人，急诊内科 19 人的团队，每天在
这里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只为那份
镌刻于心的责任和担当。

练就过硬本领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以工作量
大、病人病情危重程度高而闻名。同
时，儿科又被称为“哑科”，因为小孩子
说不清到底哪里不舒服，很大程度上需
要医生根据经验先做出判断，对医生的
经验和应急处理能力要求极高。对此，
王荃要求自己的团队，接诊后必须能够
迅速识别患儿是否有潜在生命危险，准
确判断病情的发展方向，能够第一时间
实施抢救。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张
成晔还记得王荃凭借过硬的诊断能力，
抢救了一名症状极不明显的暴发性病毒
性心肌炎患儿的生命。

一天凌晨，一位家长带着患病毒
性感冒的八九岁女儿来急诊科就诊。
当时女孩的脸色和嘴唇发白，身体乏
力，再无其他症状，家长觉得孩子没
什么大问题，让大夫给开点药回家吃
完睡一觉就会好。此时正赶上王荃例
行查房，她发现孩子精神很差，用听
诊器听了听心脏，立刻觉察不是普通
心律失常那么简单。“心音特别低钝和
遥远，不对不对，快上心电图。”王荃
立刻指挥，心电图结果显示三度房室
传导阻滞。

“高度怀疑暴心，暴心。赶紧联系心
内科，快去药房取大剂量激素。”王荃急
了，快速发出一系列指令。急诊科的医
生一听“暴心”，立刻飞奔行动，大家都
知道这是致死率极高的突发性心脏危急
重症，能不能抢救过来就在分秒之间。
果然，女孩很快出现手脚发凉等心肌坏
死症状。由于诊断准确和果断用药，女
孩得到了及时救治。

回忆起这一病例，张成晔说，“那么
嘈杂的环境里，她能准确听出心音有问
题，真是令人佩服！”

“遇到危重症的时候，家长着急，
孩子忍不了。医生必须靠自己的双手、
双眼、双耳来判断，尽快准确诊断病

情。”王荃说，在北京儿童医院，急诊
量大，外地患者多，患者的心情都非常
迫切。遇到紧急情况时，医生必须马上
作出决定让孩子有继续治疗的机会。这
时候，医生要展现自己的综合能力，

“一要有技术，二要冷静，三要耐心，
缺一不可”。

一次次迎接挑战，一次次化险为
夷，都与王荃深厚的“内功”有关。她
先后在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儿童医院进
修学习，不仅在儿童危重症疾病的诊疗
及机械通气等方面具有丰富的临床经
验，还参与了 《实用儿科学》（第八
版）、《儿内科疾病临床诊疗思维》 等书
稿的编写及《罗森急诊医学》《儿童感染
手册》 等专著的编译。她说，永远不能
预知下一位病人是什么样的病情，这就
是急诊科的压力。

把患者当家人

“孩子食欲怎么样？”“乖乖，把嘴张
开，阿姨看一下……”查房时，王荃一
边向家长询问孩子病情，一边为小患儿
检查身体。记者看到，为了让孩子不感
到恐惧，王荃动作十分迅速，经常趁小
宝宝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已经完成了
检查。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一楼有10张病
床，二楼有 30 张留观床和 10 张急诊重
症监护室床位，早上 8 点和下午 4 点各
一次像过筛子一样查房，是王荃的必
修课。

在北京儿童医院，医患纠纷很少发
生。王荃说，儿科急诊的患儿情况瞬息
万 变 ， 医 患 之 间 沟 通 容 易 “ 擦 枪 走
火”。对于医生来讲，沟通中最重要的
是坦诚，把患者当自家孩子，有什么问
题直接说清楚，不要含糊，这样反而会
尽快争取到孩子家长的配合。“患者不
易，注意换位思考。很多病人来到北京
儿童医院是为了寻找最后的希望，这对
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要将这份责
任担当起来。”王荃经常对科室的同
事说。

王荃的真心换来了患儿和家长们
的真诚。前不久，一名 12 年前王荃曾
抢救过的女孩来医院看她，感谢当年
罹患重症时的救命之恩。当年的小学
生，如今已变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王荃还是一眼认出了对方。女孩在微
信里写道：“我该有多幸运能遇到王大
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那救命之
恩呢？致敬像王大夫一样的医务工作
者！”她给王荃的微信备注名是“最厉
害的王大夫”。

“因为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曾助她
一臂之力，她说遇见我们是人生之大
幸，对我们医护工作者而言，又何尝不

是人生之幸事呢！”王荃说，“儿科急诊
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我喜欢这份挑战。
看到一个个小生命得救，一切都值了！”
从医23年，王荃把青春和梦想都献给了
儿科急重症事业。

医生要尽全力

王荃坦言，面对工作压力，自己
不再像 4 年前刚到急诊科工作那样焦
虑。曾在北京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工
作十几年的王荃，最初被调任急诊科
时，她犹豫不决。“其他科室的医生一
般先诊断再治疗，或者说边诊断边治
疗；急诊科需要边救命边诊治，或者
说是先救命再诊治，这个过程恰好反
过来。”王荃说。

“儿科急诊不好干，也得有人干。”
尽管王荃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她最初来
到这里仍然不太适应。“一方面是急诊量
的压力，我们要尽快解决所有患者的问

题；另一方面是医疗安全风险的压力。
患儿不会主动和你交流，沟通、检查都
需要花费更多时间。”王荃坦言，孩子起
病往往比较隐匿，不容易被发现，同时
病情变化快，这些都对儿科医生，尤其
是儿科急诊医生提出了更高要求。“就连
周末休息，心里都不踏实，我一定会打
个电话问问，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王
荃说。

王荃担任急诊科主任近 4 年，北京
儿童医院急诊科的效率得到很大提升，
收住院的患者从 2016 年的 4725 人次提
升到 2018 年的 6852 人次。在 2017 年，
急 诊 滞 留 超 过 72 小 时 的 患 者 比 例 比
2016年下降了50%，更多来急诊的危急
重症患儿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了诊断和
治疗。

医学也有局限性，在急诊科常有生
离死别。“见多了生死并不意味着对生死
麻木。”王荃感慨，面对很多疾病，医疗
作用有限，但医生一定要尽全力，让带
着笑脸回家的人更多一些。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荃在为患儿进行检查。

本报记者 吴佳佳摄

王积稼是甘肃平凉市庄浪县水洛镇
西关村农民。1989 年高考落榜后，他
回乡务农。虽然身在农村，但他酷爱读
书的习惯未改，买书、读书、藏书，成
为他的全部爱好。30 年来，他的收藏
范围由图书扩展到档案资料和民俗文
物。2018 年，王积稼拿出收藏的 2.2 万
件 藏 品 ， 在 自 家 庭 院 建 了 个 民 间 博
物馆。

30年前的一天，王积稼路过家附近
的一处废旧收购站，看到一个人拉着一
架子车废旧书纸正在交售。卸车时一些
旧书散落一地，王积稼心中暗喜，赶紧
凑上前翻看，并挑拣了一些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旧课本。从此，废旧收购站的
人知道他有淘旧书的爱好，一有废旧书
本，都会给他留着。

在废旧收购站里，王积稼不仅淘
书，还淘老物件。有一次，王积稼发现
废旧收购站收购了一件废弃的爆米花
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看到爆
米花机，脑海里一定会闪现出街巷里扎
堆爆米花的情景。”于是，他把爆米花机
回购回来。

有一次外出，王积稼碰见了从民国
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各个时代的 8 份
毕业证书，品相完好。他看过之后爱不
释手，觉得这 8 份毕业证书可以见证中
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历程，便毫不犹豫地
买下来。

一直以来，王积稼有个梦想，把自

己多年的收藏拿出来，办个博物馆，让
更多人见证我国发展的历史。

搞收藏并建博物馆的消息不胫而
走，四邻八村的人们和很多藏友被他的
执着感动，纷纷捐赠藏品，支持王积稼
建博物馆。

西安市的一位老人，了解到王积稼
要建博物馆，他将自己收藏多年的一部
分毕业证书和奖状，转让给王积稼。老
人表示，等王积稼的博物馆建成开馆
后，他一定要去参观。

庄浪县永宁镇的金久强，是王积稼
的藏友，他们经常一起交流收藏心得。
后来，听说王积稼要建博物馆，将自己
收藏的清代地契 10 份无偿送给王积稼，
支持他建馆。

远在山西的一位藏友，了解到王积
稼要建博物馆的想法后，也将自己的一
部分收藏品和书籍捐赠给了王积稼。

王积稼从1989年开始收藏，如今大
大小小藏品共有 2.2 万件，他估算过，
收藏这些藏品的花费近100万元。

2017年，王积稼开始着手修建博物
馆。他家的房屋全部是平房，他就在平
房顶上又修建了一层钢架结构的房屋，
面积 500 平方米，作为博物馆用房，前
后花费了200万元。

王积稼是一个农民，他开过书店、
画廊、广告公司，没有稳定的收入。从
店铺里挣来的钱，除了养家，剩余部分
他全部用在收藏藏品和筹建博物馆上。
为修建博物馆，他还向银行贷了一笔
款。为了建好博物馆，王积稼还参加了
甘肃省博物馆培训，并到四川建川博物
馆参观学习布展。

2018 年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
日。王积稼选择在这一天开馆，并取名
嘉禾博物馆。

王积稼的嘉禾博物馆分为中国共产
党、伟人、中国教育考试制度、《读
者》、名人信札、庄浪地方文献、收租
院、庄浪民俗文物、美术画报、我与博
物馆 10 个板块，展出藏书 1.5 万册、档
案资料 3000 件、民俗文物 4000 件。其
中创刊于1981年的《读者》从创刊号至
今的每一期，王积稼一期不落地收藏下
来，在博物馆里专门开办了 《读者》 展
览板块。

庄 浪 县 博 物 馆 副 馆 长 李 晓 斌 说 ：
“王积稼建的博物馆，抢救了庄浪县博
物馆都没有的民俗文物，他收藏的一
些文物对佐证庄浪县历史文化具有重
要作用。”

农 民 王 积 稼 办 起 博 物 馆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李顺民

吴树鸿入职南方电网广东佛
山供电局 22 年，从一名技工，成
长为广东省劳模、佛山市首届

“大城工匠”。他还是南方电网
广东佛山供电局电力调度科技
创新的带头人、广东电网公司二
级技能专家，同事口中的“跨界
全能王”。

“供电局就是我的创
新工作室”

8 年前的一天下午，吴树鸿
把一个全新“事物”——自主研发
的配网故障智能诊断系统拿到部
门主任吴海江面前。“那个系统，
可以说是开启了我们智能调度的
先河，在全国应该都是首创。”吴
海江回忆说，“它可以自动整合分
析告警信息，瞬间实现告警信息
的批量处理，快速得出诊断结
果。尤其是在恶劣天气下，故障
处理时间从 6 分钟至 10 分钟降
到 10 秒至 60 秒，意味着为一线
抢修减少了时间，客户也能早一
分钟用上电。”

对吴树鸿来说，这个故障智
能诊断系统，仅仅是佛山配调集
约化的第一步，在他的心中还有
着一份更宏伟的蓝图：打通调度、
客户服务、急修等业务模块之间
的信息壁垒，构建信息共享平
台。为了实现这一想法，吴树鸿
用了近 4 年时间，佛山供电局营
配信息集成系统最终实现调度、
营销的全打通和全覆盖，之后又
成为广东电网配电网管理支撑技术平台的设计开发蓝
本，并推广到整个南方电网。

通过这个跨界项目，吴树鸿奠定了他创新的土
壤，他常说：“能做成这件事，靠的就是佛山供电局
这个特大型创新工作室。”

“创新就像打游戏”

在同事眼里，吴树鸿的脑子就像是哆啦 A 梦的口
袋，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生活中的吴树鸿也
同样如此，他家绿植环绕的阳台上，一整套全自动灌溉
系统可以自动喷水，各种花花草草生机盎然。在一间用
智能开合窗帘隔开的卧室里，堆放着他的吉他、乐谱和
各种摄影器材等。吴树鸿说，他创新的孵化器源自
生活。

有一天，吴树鸿准备开车带着家人去一个水乡游
玩，他习惯性地打开百度地图进行导航，忽然拍了一下
大腿，一个念头在他的脑袋里闪现：指引现场抢修工作
的配网单线图是否可以像百度地图一样，实现手机定位
及导航功能呢？于是，他马上打开手机备忘录，把这个
想法记录下来。而这个来源于生活的灵感，最终变成

“佛山 GIS 移动应用 APP”，经过不断优化完善，解决
了全网设备准确定位查询、停电实时分析、单线图实时
查询三大功能。

从此，现场作业人员不仅可以实时获取全网最新线
路图，而且精准的设备导航功能还满足了全局上下不同
业务的需求，不管是新入职员工，还是轮换岗位员工、分
管台区的客户经理等都能用上。

吴树鸿把每天的工作时间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
段。有人问他，为什么休息时间还要搞创新，不去看看电
视、打打游戏放松一下？“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吴树鸿
说：“创新就像打游戏，每通过一个小关卡，都有着强烈的
满足感，甚至更加有趣。”在吴树鸿的脑海里，似乎没有

“加班”这个概念，他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早日让自己的创新走出国门”

无论是创新计划、工作安排，还是家庭装修、拟定旅
行攻略等，吴树鸿凡事都要画一张思维导图，他的笔记本
里画满了图，缜密的思维逻辑印刻在吴树鸿的脑海里，他
早已化身为“行走的思维导图”。吴树鸿热衷于把好东西
分享给大家，如今，佛山供电局很多人都在电脑里安装了
思维导图软件。

曾经，吴树鸿也有过“自闭”的时候。同事张明震告
诉记者，那是 2002年前后，大家同为值班员，一天下班，
他想约吴树鸿打球，却发现吴树鸿正一个人愁眉苦脸地
坐在电脑前，桌上摆放着一沓沓报表。吴树鸿在思考如
何把每日人工填报的信息变成自动化系统。最后，同事
彭俊杰主动给他讲解自动化系统方面的知识，之后两人
共同完成了对调度日行报表系统的优化。吴树鸿也第一
次体验到联合创新的甜头，他也认识到，创新也要依靠大
家的力量。

在这之后，吴树鸿再也不会闷起头来搞创新，遇到跨
专业难题，他见到懂的人就问。研发系统缺资源，他就去
各部门找。

吴树鸿希望有朝一日，能让自己的创新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如今，“大城工匠”吴树鸿穿着一袭蓝色工装，以
兼职导师的身份，走上了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的讲台，也走
向了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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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积稼在整理自建博物馆里的藏品。 （资料图片）

吴树鸿在工作。 刘安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