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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

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沈
阳市妇婴医院院长、主任医师，二
级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沈阳市
妇联执委。

“上苍给了我们生命，我们
用奉献去拥抱她。”

那次采访结束后的很长一
段时间里，泰戈尔的这首诗，
一直在我脑中回响。

2021 年 7 月的一天，摄影
记者将摄影机架在了沈阳市妇
婴医院，一拍就是一下午。

医院的妇产科就是一个高
度浓缩了的滚滚红尘，集结了
穷 与 富 的 对 比 、 生 与 死 的 挣
扎、舍与得的纠结、老与少的
代沟。

这里，自然有迎接新生命
的 喜 悦 ， 但 更 多 的 是 焦 灼 权
衡 ， 生 与 死 的 拉 锯 战 随 时 上
演，对观念与伦理的拷问每时
每刻都在发生。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最
大公约数”的中国人，他们都
很普通，普通得就像你在任何
一班公交车、任何一家小饭馆
甚至任何一个医院取药小窗口
遇见的那些人，而他们的悲喜
得失，就在此刻、就在这片土
地上显现。

随孙晓行走在人群之中，
看他们喜悦或急切的脚步，交
流中，一个主题慢慢浮现——
生门。

生育就是一道门，连接着
女人和孩子的生命，生门，也
是 死 门 ， 跨 过 去 了 ， 皆 大 欢
喜；跨不过去，作为母亲就得
付出生命的代价。

现在的医疗水平比过去要
好很多，很多人就此忽略了生
育的风险和女人需要承受的痛
苦 ， 其 实 ， 不 管 技 术 如 何 进
步，这道鬼门关都是凶险无比。

妇婴人面对生命的那种敬
畏，面对困难的那种隐忍，正
是我们民族性格里最深沉的一
部分。

采访最后，孙晓说，母亲
是伟大的，母子平安健康，是
一个家庭的幸福，也是我们白
衣使者最大的幸福。这不仅是
孙晓的心声，也是我想告诉所
有读者的。

门内门外
通讯员 王晶

午夜时分，一个小生命降生了。
这孩子来得艰难，顺产 7个小时生

不下来，转到沈阳市妇婴医院时，胎心
异常，胎儿因为缺氧在腹内挣扎，情况
危急。

“剖！”
医生作出判断，很快，孩子顺利娩

出，母子平安。
在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抢救中心，

被送来的母亲和孩子，几乎都在生死一
线之间，作为院长，孙晓从不会把生孩
子这件事看得轻松，因为永远没人知
道，看似风平浪静的下一秒，会有怎样
的情况发生。

■ 为爱而来

一切始于那个夏天。
2014年 7月，一纸任命，把孙晓推

上沈阳市妇婴医院领导岗位。有多年临
床医学工作经历，在沈阳医学院附属中
心医院担任十年副院长的她，面对新的
职务、新的环境、新的使命，静静思考
着——我，为何而来。

是为了脱离难以负重的工作？是为
了离家和家人更近？抑或是其他私欲？

答案正相反，孙晓在基层工作多
年，亲眼目睹了孕产妇对科学产检的迫
切需要，亲身感受到安全分娩的重要。

她清楚记得那一天，一位孕妇拖着
沉重的脚步来到医院，点名道姓找她看
病，已任院长的孙晓，耐心接诊了这位
患者。

孙晓判断准确——经查，这是一位
患上妊娠期糖尿病的双胎妈妈，血糖
高，伴有家族病史，情况并不理想。患
者的病情让孙晓很不是滋味，“如果患
者有一点儿科学素养，也不会拖到现
在，如果早发现、早调理，结果就不是
这个样子。”

在孙晓一次次悉心指导下，孕妇各
项指标逐渐接近正常值，宝宝健康发育
成长，直至足月，平安出生。

故事远未结束。
到沈阳市妇婴医院以来，孙晓经常

遇到为了保胎不顾自己生命的母亲，那
些女性，为了成为一个母亲，付出了超
越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同为人母的孙晓，理解这些母亲的
焦虑、无措与不安，更深知那句“拜托
医生”的分量，由一人推及更多人，孙
晓深感自己责任之重大，使命之光荣，
她要做的，就是在保证每个准妈妈生命
安全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完成她们当妈
妈的意愿，和妈妈们一起面对，那个强
大、冷酷、无常的自然。

医学上一般认为，现代女性的最佳
生育年龄在25岁至30岁，35岁以上的产

妇则被称为高龄产妇。对于“高龄产
妇”来说，年龄越大，就意味着生育的
风险越大。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在孙晓的主张下，MMC国家标准化

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在医院正式成立，
从孕早期开始，孕妇可以进行风险筛查
评估，高危孕产妇的健康情况得以纳入
实时监控平台，通过先进理念和技术服
务，实现对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全方
位管理。

有人这样问孙晓：你已经当上院
长，又荣获了国务院特殊津贴，为什么
还坚持坐诊看病？

孙晓说，“我是院长，但我还是一名
医生、一位市政协委员，治病救人是我
的天职，和患者站在一起，能让我了解
到百姓关注的社会问题，提出更有建设
性的提案。”

诚如斯言，孙晓深知，组织任命自
己为市妇婴医院院长，不仅是党和人民
对自己的信任，更是压在自己肩上的一
份沉甸甸责任。

在孙晓看来，这份事业像一座金字
塔，越是身处塔尖的人，向下传递的
责任就越重大。在她的牵头下，2019
年 7 月 27 日沈阳市妇产专科联盟正式
成立。截至目前，已有 22 家盟员单位
加入其中。为了促进区域专科技术能
力全面提升，作为沈阳地区唯一公立
妇产专科医院，沈阳市妇婴医院的医
生专家们将所得所学倾囊相授，从一
枝独秀到遍地开花，各联盟成员单位
紧密合作，凝聚力量、链接资源，不
断拓展服务功能平台，为全市妇女儿
童和家庭共同提供更专业、更精准的
医护服务。

凭借着两只温柔手、一颗玲珑心，
孙晓守护着许许多多患者的生命与健康。

■ 倾爱于业

每个孩子顺利健康地出生，都是一
个奇迹。

它的背后，需要一个环环相扣、紧
密配合的医疗团队，涉及急诊室、产
科、分娩室、麻醉科、新生儿科、输血
科等多科室的通力协作，凝聚了团队的
智慧和力量，还需要有与死神赛跑的生
死时速。

说到这，孙晓主动聊起了小豆豆的
故事。

当时，小豆豆的胎龄只有23周，体
重仅550g，属于极低出生体重儿，个头
只比成人巴掌大一点、全身紫绀色、呼
吸微弱。

“胎龄、体重这么小，她还能活
吗？”在生命面前，医护人员拼尽全力

挽救。
因为各项机能均未发育成熟，小豆豆的

抵抗力几乎为零，皮肤呈胶冻状，穿刺、打
针等都异常艰苦。

“我们不会放弃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
啊！”

小豆豆的每一个细小变化，都牵动着医
生护士的神经。

肺发育极不成熟，上有创呼吸机持续！
肠道动力不足，用静脉和胃管喂食！在市妇
婴医护人员的精湛医术与精心护理下，一个
个看似无法逾越的艰难险阻，都被克服了。

生命，何其脆弱又何其伟大。
283个日夜的守护，生命之光在尘世显

现——在医护人员的见证下，小豆豆与家人
终于团聚。

283天的等待，焦灼的母亲第一次真切
拥抱了梦里呼唤过千万次的女儿，母亲什么
都没有说，隔着口罩，轻轻亲吻熟睡宝贝的
额头。

那一刻，所有人都流泪了。
“我家两代人都在这里出生！”今天，提

到市妇婴，很多人这样骄傲地说。自建院以
来，沈阳市妇婴医院一直守护着沈水之畔妇
女儿童的健康。怎样使医院在新时代的考验
中崛起成峰？孙晓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

创新是一切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孙晓
深谙此理，“要发展医院，必须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任职院长以来，她带领全院职工，吹响
实干兴院的嘹亮号角，独立开展无创DNA
产前检测实现产前诊断技术新突破，强化

“软实力”、助推“硬发展”。
在管理上尽心尽责的孙晓，在业务上也

精益求精，工作中无意听到的反馈，也会默
默记在心里，一有空就琢磨改进方案。

为了做好母婴安全的“守门人”，这些
年，医院狠抓学科建设，产科、妇科、生殖
科三大学科发展齐头并进，多次填补了技术
空白。

变革在持续发生——
平均紧急剖腹产时间已经由原先的23

分钟缩短到15分钟，最短已达7分钟。
年救治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突破2400

余例，危重新生儿抢救成功率达100%。
妇科在省内率先开展经脐及经阴道单孔

腹腔镜技术，生殖科开展第三代试管婴儿技
术，影响力覆盖东北及内蒙古地区。

10年间，医院引进博士、硕士等专业
性人才600余人，承担科研立项40项，取
得国家专利17项，获得国家省市级科研奖
励20余项，形成以人才、技术、服务、品
牌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

……
“我的孩子长大了，来看你们！”
看着当年从市妇婴抱出去的孩子，如今

长大、成人，成长为一个个鲜活有力的生
命，没有什么比这更令孙晓欣慰。

■ 让爱传递

母婴安全，关乎人类生生不息，非大爱
润泽而无以成就。

多年来与患者同甘共苦，孙晓不断对母
婴安全进行研究和探索，一字一字完成了
《关于政府助力提倡自然分娩保障母婴安全
的提案》，贡献了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建
议，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形势严峻、任务
繁重，妇女健康状况仍有薄弱环节……孙晓
真诚希望，在未来，那些想要生育的人，能
得到社会、政策和医疗上的支持、照护。

提案提出之后，孙晓并没有松懈，一直
在岗位上忙碌着，为妇女儿童提供优质的医
疗保健服务的同时，抽空到基层走访调研，为
的是让自己的提案切合实际、更有回响。

这些声音得到市政府主要领导重视。医
保局、物价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具体政策，
积极推进改革，细化内容，提升质量，多形式
推进分娩镇痛工作，为母亲和孩子安全保驾
护航。

随着履职经历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孙晓
的议政建言之路越走越清晰。她的议政建言
之路，也和中国妇幼保健发展之路相吻合。近
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妇女儿童事业发展，
先后制定实施了3个周期的中国妇女发展纲
要、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妇女儿童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

出诊、履职，两个世界的叠加，两种生活
的交织，两重身份的转换，将孙晓的人生彻底
打通。

近年来，在孙晓带领下，医院在首次全国
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专科排名中位列全国
第 17位，在艾力彼首届“全国妇产医院 50
强”排名中位列第25名，均居东北第一名。国
家卫健委第三方调查患者、职工“双满意度”
排名位列全国第三。

仰望星空的人，自己也在发光，孙晓本人
也先后被授予辽宁省“三八”红旗手、辽宁省
优秀科技工作者、沈阳市五一劳动奖章、沈阳
市劳动模范、沈阳市第三届创新型人才等多
个荣誉称号。

然而她自己却分得很清楚，掌声与荣誉
只是生活的1%，剩下的99%，她要留给真实
的生命。

医学，归根到底是针对人的学问，不仅要
解决躯体上的不适，还要顾及人的思想。

如果说医生与病人之间存在一条隧道，
仁与爱，也许才是照亮黑暗的那些光。

这种想法，在走进院长诊室的一瞬，得到
证实。办公条件之简陋出乎意料，一张素净的
检查床就已占去诊室一半的面积，不出五步
就能走到尽头。更让人感佩的是，为了将最好
的环境留给患者，所有医护人员在地下一层
集中办公，即便在这样紧凑的环境中，大家还
在割舍自己的空间，为患者的诊疗需求让步。

看到这些，才真正领悟了什么是“拼搏、
奉献、担当、无畏”的妇婴精神。

正因这隐秘而伟大的医者之爱作奠基，
才滋养出市妇婴的蓬勃发展——10年间，诊
疗患者达到750万人次，14.5万个新生命在
这里诞生，沈阳市妇婴医院实现了医疗、科
研、教学的跨越式发展。

“妈妈，我是怎么来的？”
“宝贝，你在妈妈肚子里待腻了，把门一

开，就出来了。”
母亲与孩子之间，有一道生门，十月怀

胎，瓜熟蒂落，生命降临。
行至半生，是否有人还会追忆来时的那

头？是否还会在庆生的那一天，想起那个为你
叩开生命之门的人？那些让产妇成为母亲，那
些把“母子平安”作为毕生心愿的人，你是否
还能将他们想起？

记得也好，忘记也罢，医者之爱永远在妇
婴人心中闪耀、传承。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长眠萨
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将医学人文的精神
内核留给了世人，时至今日，全体妇婴人依
旧在践行着这句格言。

“母子平安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夜晚星光灿烂，沿大南街望去，沈阳市

妇婴医院灯火通明，生的希望，随午夜的来
临被重新点亮。

新生，或意外，随时可能到来。黑夜
中，孙晓仍在默默守候，不知道又有几个孩
子，会选择在这个夜晚来看看人间。

（作者系沈阳市政协全媒体工作室编辑）

孙晓：叩开生门
通讯员 王晶政协委员中的共产党员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