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两个孩子的平凡母亲，也是守护困境儿

童的“爱心妈妈”；她是一名普通的司法工作者，也

是一名国家级心理咨询师，经常为未成年人撑起

一片蓝天的“心灵普法达人”。她就是市普法办副

主任华艳玲。从事司法工作 20 余年，她一直坚守

在基层一线，先后获得河南省优秀人民调解员、汝

州市平安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以赤诚的爱岗敬

业之心诠释忠诚，以无私的奉献精神诠释着对司

法行政事业的无限热爱。

“孩子们，如果你在校内外遇到欺凌应该怎么

办，选择什么方式自救呢？”1 1 月 30 日下午，在逸
夫小学洗耳校区多功能教室，华艳玲以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为主题，结合案例为同学们讲解相关法

律知识，介绍如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并分享了自己奔走于社区、学校时接触的那些令

人警醒又感人至深的法治案例，让法律知识在潜

移默化之间播进孩子们的心田。

自 2 01 7 年从事全市普法宣传教育工作以来，

华艳玲一直奔走在青少

年普法教育的路上，像

这样的“法治进校园”活

动她宣讲了不知多少

次。

“全市的中小学我

走访了大约三分之二，

在开展普法教育的同

时，我也接触了一些未

成年人犯罪的案例，通

过调查走访，分析犯罪

成因，大部分犯罪的未

成年人往往都十分缺乏

家庭关爱，缺乏家庭教

育正确的引导，极易在

成长道路上出现偏差行

为。”华艳玲说，“多给予孩子们一份关怀、帮助和

鼓励，更多的家庭就能温暖，我们的社会就能凝聚

更多正能量。”

自 1 995 年参加工作以来，华艳玲在多个乡镇
司法所工作过。在外人看来，她经验丰富，工作方

法多，“转战”全市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自然是驾轻

就熟，但对于她来说，未成年人普法教育却需要倾

注更多的心血。以前在乡镇、街道司法所工作更多

还是调解处理邻里矛盾纠纷，协助基层治理。而普

法教育面对的都是未成年人，孩子们更需要心理

上的关注和安抚，才能让普法教育真正走进他们

心中。

为了让未成年人普法更有温度，华艳玲一直

坚持学习，不断增强业务能力。这些年，她在工作

之余考取了国家级心理咨询师证、家庭教育高级

指导师证，以专业知识为有需要的孩子提供帮助。

每次宣讲之前，她都会根据现实需要提前构思好

宣讲课题，用心制作内涵丰富且生动有趣的课件

资料。宣讲中也注重互动，并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反

应，根据这些细节不断调整自己的课题设置，并策

划编辑多部法律知识宣传画册、书籍，深受孩子们

的欢迎。

除了关注未成年人普法教育宣传外，华艳玲

也十分关注困境儿童的成长。201 9 年秋季开学第

一堂法治课，她在我市某中学作法治报告会，当讲

到家庭保护的内容时，她细心观察到其中一个女

孩泪流满面轻轻地抽泣。她感觉到女孩肯定有苦

衷。讲课结束后，她主动联系女孩的班主任了解孩

子的状况，原来女孩的父亲因意外事故去世，母亲

改嫁，孩子只能跟随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缺乏

家庭关爱，触动内心伤感，伤心落泪。

了解到这样的情况后，她的内心非常沉重，几

个夜晚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采访时她说，那时她

一直在想：“我自己也是一名母亲，若我尽力用母亲

般的温暖从经济上、心灵上给予女孩一些帮扶，让

她安心学习，也许会改变她的命运和家庭状况。”

经过一番思考，华艳玲决定与女孩所在学校、

村取得联系，进行实质性帮扶，并在我市举办的

“佑未来 护成长”活动中与这个女孩结成帮扶对

子，做了女孩的“爱心妈妈”。

不管是“普法达人”还是“爱心妈妈”，这些都不

是华艳玲奋斗的终点。她告诉记者，关心少年儿童

特别是困境儿童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需要工、青、妇、民政、志愿服务组织等部门以及爱

心人士的关注，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她将继续用心、

用情，尽自己所能帮助困境儿童，利用网络平台注

册抖音号“华姐说法”，经常发布典型案例和法律知

识，做好普法宣传，同时也做好未成年人的家庭教

育工作。她也呼吁社会各界多关注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真真切切地关心孩子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开展

关爱行动，使广大青少年健康阳光成长，成为国家

的栋梁。 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正在查阅资料的华艳玲

以身试药 用对药量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我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书。”202 0 年 1 月 22 日，

农历腊月二十八，王纯奔赴发热门诊值班。大年初一，全天接诊了 24 名病人，大部
分是从武汉、襄阳、仙桃回的。“焦虑担心是他们共同的心态，除了治疗，还要耐心

做思想工作，鼓励患者充实自己，规律生活学习锻炼，同时结合中西药物施治，这

些病人身心很快都恢复正常。”王纯说，我市首例“新冠”疑似患者入院，主要表现

为寒热错杂，口干喜饮温水，他和同事们通过切脉望色辩舌验齿等，收集到了患者

的第一手资料，并在第一时间和中医专家组研讨治疗计划拟定了方案。

“根据温病规律和国家中医指南要求每天 6 次服药，同时，密切观察病情变

化，随时调方。此后，所有隔离病房的病人（除一幼儿外）都是这样讨论会诊制定中

医药治疗方案。”据王纯介绍，现在疫情防控已成为常态化工作，发热病人、隔离人

员也时有发生。网络诊治，线上看病，利用问诊结合照片舌诊，指导中药治疗，解决

了特殊群体治病、防病需要，又减少了高危人员的流动，为筑牢疫情防控防线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在几十年的临床工作中，通过运用中医药诊治疾病，我的感触也越来越深，

理法方药严谨、排兵布阵精巧，攻防协同讲究，中医越学越有味，越用越兴奋。”王

纯说，他也深知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在中医殿堂里自己就像一个小学生，渴望有更

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经典实践经典，更好运用中医药去服务病人，解决他

们的病痛。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华艳玲：为未成年人“守护明天”

2 003 年 4 月，“非典”在全国大多数

省市传播开来，我市第一时间成立了

“非典”隔离病区。那时的病区还是一排

瓦房，王纯是第一批进入隔离病区的医

生。“当时不断有发热病人、肺炎病人入

住。我怀揣《温病学》教材来到隔离病

区，工作忙碌而有序。忙完手头工作后，

我便静下心来学习中医、思考中医，并

把中医运用到治疗发热病人中去，也得

到了良好的效果。”王纯回忆说。

据王纯介绍，虽然他毕业于中医院

校，但一直在综合医院工作，运用中医

药机会并不是很多。在隔离病区，他不

仅再次学习中医，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医

药的魅力。初试牛刀，王纯更加坚定了

使用中医药治病救人的信念。“在与师

长们聊天时，我不断受到启发，对于疑

难杂症，中医药办法还是比较多的，并

且疗效也明显。”这更加证实了王纯对

中医的认识。

“有人说中医不传之秘在于药

量，中药治病要么非轻不举，轻清升

散四两拨千斤；要么用药如衡非平不

安，升降相因寒热并用，从动态平衡

中调整阴阳，阴平阳秘疾病乃愈；有

时候又得重剂起沉疴，打破常规，

奇兵致胜。”王纯大学刚毕业时加

入了中西医结合微循环学会，有一

种疗法叫莨菪化疗法，治疗慢性疾

病或用于戒毒曾风靡各地，但用量

极大。

为了验证体会吃药反应，王纯先是

自己试用，从小量开始，逐渐增加，一

周后增加到一次 30 片，一日三次，一天
90 片，吃一个疗程，期间只有口干明

显，但坚持服药很快就适应了，没有

其他副反应。有了亲身体验，王纯在

治疗疾病的用量上得心应手，临床逐

渐运用于患者，治好了一部分疑难杂

病。

“我 35 岁那年恰值‘非典’流行，怀揣一本《温病学》就进了隔离病区，中医在防治‘非典’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因此更加迷恋中医。2020 年新冠肺炎流行，我又怀揣《伤

寒论》教材和视频教程进驻隔离病区，四学《伤寒论》三学《温病学》，始觉刚刚步入中医殿堂。”近日，市第一人民医院脑病中心主任、主任中医师王纯在介绍中医时这样说。

1 987 年，王纯在高考时遵从父亲意愿报考了医学，1 992 年毕业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目前一直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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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纯：中医博大精深 学无止境

王纯的父亲是中医，他爷爷的五弟

（王纯的五爷）是一名中西医结合医生，既

能做手术又能开中药。从他五爷那代算

起，王纯已是第三代医生。现在，王纯的儿

子也在中山大学读研，是第四代医生。

王纯的五爷学医还得从家里老人

求医说起。解放前，王纯的老爷为他病

重的父亲请医生，跑了几十里山路，好

不容易找到一个能治病的先生（那时尊

称治病的大夫为先生），哭着哀求先生，

情愿自己俯下身子背着先生去给老人

看病，但最后还是眼睁睁看着先生被别

人家的驴子驮走了（当时请先生，山里

有钱的人会牵个驴作为先生的代步工

具）。正是有了这样刻骨铭心的经历，老

爷发誓有机会一定让家里人学医。后

来，王纯的五爷就成了一名治病救人的

医生。

王纯的父亲从医时就听爷爷一遍

遍的唠叨，越是半夜有人叫你，就说明

人家病重病急，你不能偷懒要跑快点。

山里穷人多，要让他们能治起病，能省

钱就省点儿。于是，王纯的父亲就成了

村里的赤脚医生。农闲时，他总是亲自

上山采药。由于一些人实在拿不出医药

费，他的父亲还经常自掏腰包垫付药

账。无论邻里街坊谁家有个大小病，王

纯的父亲都跑得很快去给他们看病。当

时他们大队有 1 2 个生产队，谁家有几
口人，有几个小孩、几个老人，门朝哪个

方向，王纯的父亲都一清二楚。

王纯说，“父亲的为人和敬业精神

一直影响着我，做一个好医生，尤其是

做一名老百姓心目中的好人，他做到

了，我也做到了。”如今王纯的儿子还在

中山大学读研，他时常告诫儿子，人生

最大的财富不是金钱而是一种精神，要

博爱，善待他人，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

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而医学正是把

这种博爱精神发扬光大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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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三级医院迫在眉睫，我必须天天在岗！”这是已经连续奋战

三个月的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护士长赵丽君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为全力做好三级医院创建工作，赵丽君已经连续上班三个多月，

至今未曾休息。长时间的站立和奔走导致她踝关节距骨水肿，已无法

正常行走。虽然脚肿得厉害，但赵丽君还是拄着拐杖奔波在科室里。大

家都劝她回家休息，但她只是简单做了治疗，一听到科室有什么任务，

第一时间又赶到临床继续工作。

“妈妈工作忙，你去姥姥家吃饭啊。你长大了，要照顾好自己，不要让妈

妈担心……”因为行动不便，赵丽君选择全天待在医院，将孩子托付给自己

的母亲。她的父亲因肺结节在省中医院住院治疗，赵丽君请了两天假去照

顾住院的老父亲，在父亲做完手术病情稳定后，她又回到科室继续工作。

每天早上 7 点半，赵丽君从家出发到医院。7 点 50 分准时开始工

作。只见她拄着双拐一跛一跛地，在病房和护士站来回走动，给护士们

布置任务、为患者测量血压……虽然穿着工作服，脚肿得不是特别明

显，但还是被很多同事和病人发现，问她身体情况。她总是笑笑说：“脚

不小心崴到了，没什么大问题。”

“段主任和科室内的医护人员都坚决要求我回家休息，我真的非

常感动，谢谢同事们对我的关心。三级医院创建通过，我悬着的心终于

落了下来，可以安心回家养病了。”赵丽君说，市人民医院三级医院创

建通过后，她终于在家休息了一周，“腿肿已经消了一些，再休养几天

就准备去上班。”

“赵丽君护士长这种忘我的职业精神值得肯定，但还是要以自己

的身体健康为重。在我们医院，像赵丽君这样带病坚持工作的医护人

员很多，他们把病人的服务放在首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责任感，默

默地践行着‘医者仁心 '的神圣诺言。”市人民医院骨科一病区主任段
国强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通讯员 焦若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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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为医 善待贫者

非典袭来 中医情怀

防治“新冠” 再显身手

赵丽君一边输液一边坚持工作（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