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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3日，记者走进位于古玩一条街的风雅

画廊，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1.5米×3米的《盛世中

华》巨型画作，色彩斑斓的牡丹之中，两只孔雀相

伴立于磐石之上，整幅画洋溢着和谐自然的气息，

给人以美的享受。

“牡丹，被称为花中之王，雍容大度，孔雀

是吉祥的象征。孔雀配牡丹，代表着喜庆吉祥、

富贵幸福。我给这幅画起名《盛世中华》，祝愿

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王治华告诉

记者。

今年 69 岁的王治华，自幼痴迷画画，目前

是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画

作前的他，气定神闲，将胭脂红、藤黄、靛青等各

色颜料轻蘸清水，悬腕挥笔，着色滋润……一会

儿功夫，一幅国画牡丹图跃然纸上。凭着对画画

的热爱，王治华几十年来笔耕不辍，用画笔勾勒

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作，也绘出了不一样的

人生。

自幼痴迷绘画，坚持梦想自学成才

“我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画画，这可以追溯到我

上小学的时候。”说起自己和绘画的不解之缘，王

治华说，他小时候就读于杨楼小学，那时候条件艰

苦，手头仅有的一些小人书，成为他绘画艺术上最

早的启蒙教材。

“最开始，我画的是碳粉画。”当时每天放学，

别人都是跑着回家，王治华却对学校“恋恋不舍”，

总要照着小人书上的画描绘一会儿才肯回去。“有

次我根据小人书，自己画了本故事会，同学们争相

借阅。”王治华在绘画中找到了自己的价值，也让

他的名字很快在学校里传开。

不过，当时家里条件艰苦，没有钱买画画所需

的材料，父母给的压岁钱，或者给家里打酱油剩的

零钱，他都舍不得花，全部用来买绘画原料。

除了描摹小人书，王治华还爱看人画伟人画

像。每当听到哪里有人画伟人画像，他就像被吸铁

石“吸住”一样，一边看人作画，一边暗自在心中揣

摩，仿佛忘了时间。记得有次，他听别人说寄料镇

有人会画伟人像，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拿

着干粮和一瓶水，就跑去寄料镇学伟人画像。“现

在想想，我那时是真大胆，但是心里太想学画画

了，就顾不了那么多了。”王治华说。

慢慢地，方圆附近都知道他爱绘画，会画画，

在本地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上中学时，王治华画

的《毛主席画像》在汝州市（当时临汝县）全县书画

比赛中荣获二等奖。后来，杨楼小学需要找人给影

壁墙画伟人像，很自然就想到了他。王治华凭着自

己多年的绘画经验，毫不怯场，出色地完成了任

务。

因绘画到洛阳军分区服役，与牡丹结缘

1972年底，洛阳军分区到我市（原临汝县）招

文化兵，当时有人知道王治华画画不错，就向洛阳

军分区推荐了他。

王治华至今记得，那天在县城的体检站，洛阳

军分区宣传科干事看到他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小伙子，来，你给我画张像。”画完后，那个宣传干

事非常满意，当即让他进站检查身体，并让他回去

等候通知。

收到通知的那一刻，全家都为他高兴，这也让

王治华明白了，所有的努力与坚持，都会有结果，

也更加坚定了他要走的艺术之路。

1973 年 1 月，王治华应征入伍，来到洛阳市

军分区服役，被安排在部队宣传科。军分区的对

面是王城公园，是洛阳牡丹花会发源地，园内种

植的牡丹占地数百亩，品种有上百个。王治华每

逢闲暇，便漫步王城公园，遨游牡丹王国，领略

千姿百态的牡丹，欣赏百花锦簇，陶醉国色天香

之中，精心揣摩牡丹的叶、花结构。自此以后，王

治华开始专事牡丹画作。他还通过钻研大量的

绘画书籍，观看名家的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绘画

水平。

“到洛阳军分区当兵，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那

里，我邂逅了牡丹，牡丹花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次生

命。”王治华至今回忆时仍感念那段时光。

机缘巧合，到钓鱼台国宾馆为老将军作画

1976 年，王治华从部队转业回汝州，先后在

市总工会、商业、武装部门工作直至退休。期间，他

一直坚持无论工作再忙，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坚持

画画。退休后的王治华，更加专注绘画，还在古玩

一条街开了一间画廊。

2015 年 8 月份，王治华正在画廊埋头作画

时，突然来了一名陌生人。对方称自己是中国红色

文化研究院的人，因为非常欣赏王治华的画，要邀

请他于 8月 25日到北京参加中国红色文化研究

院举办的书画研究交流会。到北京后，受红色文化

研究院创始人、名誉院长姜文华的邀请，王治华当

场即兴作画，他的作品《国色天香》被该研究院收

藏。

那次北京之行，让王治华的名气大增。同年

12月 26日，中国拥军优属基金会、中国萧军研究

会、中国红色文化研究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

重举行“纪念毛主席诞辰 122周年暨中国第三届

感恩会”活动，王治华作为特邀艺术家受邀参加，

在钓鱼台国宾馆为老将军们作画。老将军们都很

喜欢他画的牡丹花，纷纷向其求画。

王治华的牡丹画技炉火纯青。他多次受邀在

北京、广州、南京为名人作画，作品多次在全国获

奖。2002年，王治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75

周年河南省军区书画展，其作品获得一等奖，被河

南省军区收藏。2005 年 5 月，他在第五届“黄山

杯”中国当代书法艺术摄影大展赛中荣获金奖，作

品被收入《中国当代书画家精品集》。2005 年 5

月，在首届“国艺书画缘”全国名家书画创作交流

展上，其作品荣获铜奖，入选《当代中国书画名家

创作精品大典》。2001年 7月，作品《洛阳牡丹》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8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中，荣

获一等奖。

如今的王治华，每天依旧坚持画六七个小时

的画。“画到起兴处，真的可以废寝忘食。”王治华

说，他画画最怕有人打扰，每逢周末，他最喜欢干

的一件事就是，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画画，享受

着画画的乐趣。每当画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他

还会将其挂在屋里供人鉴赏。

“画画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为我父亲每天

生活中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父亲用他的言行让我

明白，人一旦有了目标，就要坚持下去，不怕吃苦，

不畏艰难，最终都会成就更好的自己。”王治华的

女儿如是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沛沛

他的脸庞总是挂着亲切随和的笑容，

让大家不由自主地感到温暖和踏实；他说

起话来自信而睿智，举手投足间无不突显

着学者的气质；他深耕医学领域，带着不

变的坚毅和热忱，用他所学、尽他所能，从

一名年轻医生逐步成长为行业领军人物，

用一颗真心，换众“心”无忧。他就是汝州

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规范化会诊工

作指导组组长、主任医师范会兴。

一腔热血踏上医路 做群众健康“守门人”

“刚毕业，在郑大一附院实习期间，有

个老师想把我留在医院的放射科，但我修

的是心内科，还是想从事临床，近距离地

帮助患者减轻病痛。”范会兴回忆起当初

的选择时，眼神坚毅而笃定。于是，抱着

这样的信念，1984年，他分配到汝州市第

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开启了他 40年的

漫漫从医路。

“我到医院去的第一个科室是普内

科。那个年代，获取新知识的渠道很有限，

可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快速适

应新的环境。”刚入职的他就坚信，只有

不断提高业务能力，才能获得患者的信任

与肯定。

工作中，范会兴苦练基本功，精进医

术，并在工作之余，经常参加学术会，翻阅

医学杂志、医学书籍，学习新知识、新技

术。就是这样的韧劲与坚持，他到科室 1

个月，就能单独值班，妥善处理各类突发

问题。1987年，仅入职三年的他，就被提

拔为急诊科主任，1989年，又被任命为内

科主任。

担任内科主任期间，他带领科室不断

学习、积极开拓，持续将新技术、新项目应

用于临床，科室不断发展壮大。特别是带

领团队在汝州市心血管内科方面率先开

展了快速性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治疗术、

冠状动脉造影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的介入治疗术，填补了汝州市在这方

面的多处空白，医院当时的心血管诊疗技

术在平顶山市各县（区）都处领先地位。

伴随着心血管诊疗技术的提升，范会

兴也被业界称为汝州市心血管学科带头

人、市心血管学科首席专家。他主要参与

的“血脂、血小板在急性胰腺炎发病中作

用及临床意义”项目，获河南省教育厅科

技成果一等奖，自该项目 1999年在汝州

市实施后，抢救急性胰腺炎数百例，抢救

成功率达 98%。

“心血管疾病如心肌梗塞、高血压、心

律衰竭及中毒急救……这都是当年范老

师擅长的。有时候听说他在查房或者诊

断，我都会专门跑去学习。”高血压防治

中心主任何少雷提起范会兴当年的风采，

频频点赞。

角色虽变初心不改 管理与业务齐头并进

1996年，范会兴被任命为副院长，主

抓医院业务发展。面对角色转变，范会兴

统筹兼顾，做到管理与业务两手抓、两手

硬。

为优化学科结构，推动精准医疗，切

实满足广大群众对专科诊疗的就医需求，

范会兴结合当下相关政策对科室的要求

及科室实际情况与水平，积极推动原来科

室的细化、升级，并通过“走出去、引进来”

的形式，加强科室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

科室整体业务能力。因为他深知，专科能

力是医院发展的硬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直

接影响着医疗质量、技术水平、人才培养

和品牌塑造。

在他的带领下，医院逐步完成分科

设置，病理科、检验科、影像科等医技科

室的设备也逐渐完善，血液科、血液透析

室、介入科等科室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

突破。

与此同时，范会兴从未止步追求他

的医学征途，脱下西装，穿上白衣，他依

旧是那个秉持初心的医者。他不仅自己

不断精进业务、汲取新知识，还时常组织

开展业务查房、会诊、手术观摩指导等，

用自己的所学所悟去引领带动身边的同

事。

2003年，医院收治了一名患有格林

巴利综合症的患者闫某。该患者除了思

维和意识正常外，丧失呼吸功能，脖子以

下肢体失去知觉，随时有生命危险。范会

兴听说后，主动联系当时的神经内科主任

王海建了解详细情况，前往科室进行会

诊，联合制定安全合理省钱的治疗方

案———回家保守治疗，用呼吸气囊代替呼

吸机。

由于该患者家庭困难，范会兴也一同

下乡前往患者家进行技术指导。在 270

天、420万次的按压坚持下，患者完全恢

复了呼吸功能，该事件也被央视等各大媒

体争相报道。

和蔼细致、平易近人是大家对范会兴

的一致评价。2010年，范会兴任医院书

记，2013 年兼任院长。作为医院的一把

手，范会兴在管理上一直秉承着“亲切待

人、细心做事”的理念，坚持每周一次行政

查房、每周一次行政职能科室碰头会，并

进行谈心谈话，注重人文关怀，深入了解

全院人员在工作与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和

问题，凡是合理化建议与需求，尽量实现，

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

“在普内科的时候就跟着范老师，后

来他到管理层了，还感觉跟以前一样，没

有一点距离感。”该院心脏中心主任胡俊

兴告诉记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平顶山市专

业技术拔尖人才”“平顶山市人大代表”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2篇”……各类荣

誉奖项纷至沓来，范会兴的社会影响力越

来越大。当时河南省医学会是这样评价

范会兴的：“其论文及专著均具有较高的

学术价值，临床业务技术已达到省级水

平。”

老骥伏枥志千里 甘为孺子生命梯

谈起学医的初衷，范会兴这样讲道：

“能够被别人需要，体现自身的价值，感觉

充实又幸福。”他不仅是这么说的，也一

直是这么做的。

业务发展委员会执行主任、心脏中心

首席专家、规范化会诊工作指导组组长

……2019年，再次面对新的角色转换，他

坚守医者本色，积极扛起医院多项重要工

作任务，坐诊、教学指导、疑难杂症会诊

……他言传身教，不断地将自己的毕生所

学及经验倾囊相授。

“我有啥不舒服，都会来找范医生看

病，他很有耐心，态度也和蔼，总为我们病

人着想，开的药不贵，效果还好。”患者丁

某说道。

多与患者沟通、为患者做“减法”，是

范会兴一直秉承的治疗理念。面对每一

位就诊的患者，他都认真检查、慎重诊断，

他在询问病史的时候，十分注重细节，会

耐心、详细地询问患者的饮食、工作状况、

心理等方面，从生理到心理上全方面掌握

患者的情况，在综合考虑后，给出行之有

效的治疗方法。遇到有心理顾虑的患者，

他还会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患者解除

焦虑，放松心态，正确面对疾病。

处处关心患者，把“让患者少花钱、少

走弯路”作为自己的义务。这是范会兴对

待患者的真实写照，除了坐诊时让患者安

心，范会兴的带教能力也有目共睹。

“我的爱好就是学习、看书，内分

泌、病理学、神经解剖学等各个方面的

书，我都看，还会留意各种论坛，这样才

能在学习积累中跟上时代的节奏。”保

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应该就是他面对各

种疑难杂症及学生咨询时，能够游刃有

余的关键所在吧。

“范老师，这边有个患者需要您会诊”

“范老师，3床患者情况不太乐观您可以

过来看看吗？”“范老师，您明天可以来讲

讲临床思维吗？”……

这样的场景已经数不胜数，为了让更

多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他精神矍铄的身

影总是出现在医院的各个地方。诊室里，

慕名前来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病房中，

不少疑难杂症在他手中药到病除；授课

时，阵阵掌声此起彼伏……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范会兴的“档

期”一直很满，可他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在

他看来，这种忙碌又充实的状态，能传授

知识、能救治患者，非常有成就感。

“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人，把我

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他们，这样我离开

医院的时候，所带的医生都能独当一面，

我会感到很欣慰、很高兴。”范会兴憧憬

地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韩璐益

范 会 兴 ：不 忘 医 者 初 心 诠 释“ 医 者 仁 心 ”

王治华：笔耕不辍绘出别样人生

王治华的作品

正在创作的王治华

工作中的范会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