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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默契
在李兴海家，家庭日记摆放在书房，

谁都可以记，谁都可以看。家庭日记不
仅让家庭成员之间多了一份默契、坦诚，
更促动每个家庭成员明德省身、积极向
上，从而使家庭氛围更温馨、更美好。

“爸爸妈妈，老师今天又表扬我了，
说我作文字迹工整，上课发言积极。”李
兴海12岁的儿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在另一篇日记中，寇颖这样表扬孩
子：“儿子，昨晚你又提前完成了作业，给
你一个大大的赞，加油！你姥姥身体不
好，你还能给姥姥端药倒水了，好孩子！
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在李兴海心目中，他能心无旁骛
地投身工作，救死扶伤，离不开妻子对
整个家庭默默无闻的付出和对他强大
的精神支持。而寇颖觉得，丈夫积极、
向上、勤奋、乐观的工作态度，让她崇
拜与欣赏，自己付出的辛苦和丈夫比
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兴海是我心目中的男子汉，面对传
染性疾病，他从不惧怕。”寇颖说，当年，
李兴海追求她，她不曾犹豫。那时，寇颖
是医院里的一名护士，年轻漂亮，好多人
给她介绍对象，她就看中了李兴海。

“这个家，全仗着她了。”李兴海望
着寇颖，满脸幸福地说起往事，“结婚
的时候，工作离不开，婚假没休，寇颖
啥也没说；寇颖临产，我正在值夜班，
寇颖告诉我别向单位请假，也别对其
他人说，别给别人添麻烦。这么多年，
家里的事我都不知道该咋办，就连陪
你逛逛商场、看电影的时候也不多。
等我退休了，好好陪你。”

寇颖笑着说，“结婚十多年，一起
逛商场也就那么几次，有一次你被医
院来的电话叫走了，还有一次你说歇
一会儿，结果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李兴海说，“两口子日子过得好，
需要默契与理解，寇颖就是与我默契
又能理解我的人。对于医生来说，每
一个病人，都是担当责任的起点，医生
是没有终点的行者。在我前行的路
上，多亏有媳妇帮着挑担。”

寇颖在家庭日记中写道：“每个家
庭，过的基本都是柴米油盐的日子，不
一样的是家风。良好家风的形成绝非
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的熏陶与积
淀。在家风形成过程中，妻子、妈妈这
个角色的作用更明显，我甘愿做一个默
默奉献、不求回报的好妻子、好妈妈。”

2020年，李兴海、寇颖家庭获评全
国文明家庭。

3 月 24 日，记者在寇颖家见到
她时，她正在整理写在笔记本、台历
上和记录在手机里的家庭日记，准
备把这些日记存到电脑里，让家的
记忆永久保留。

“你可以随便看，记的全是家里
的事。”寇颖对记者说。

聊起家庭日记，寇颖的丈夫李
兴海话语多了起来，他告诉记者，他
和妻子都在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工
作。2007年刚结婚那会儿，他是肝

病科医生，妻子是一名护士，因为两
人经常值夜班，时常碰不上面。最
初，谁上夜班，谁就在台历上或者
笔记本上留下几句话，交代一下家
里没办完的事，有时还写几句彼此
惦念的话。事后，他们把这些留言
整理出来，变成一页页、一篇篇家庭
日记。

记者从家庭日记里看到了这个
家庭夫妻相互支持、涵养质朴家风
的过往。

家庭日记涵养质朴家风
本报记者 王 坤

“兴海，今天你进隔离病房也没
说什么时候能结束，但愿大家都能
平安归来。”——摘自家庭日记

“我进病房了。”寇颖最怕听到
李兴海通过手机微信给她发这句
话。李兴海进病房，就意味着医院
收治了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医护
人员又要打一场硬仗。

李兴海如今是沈阳市第六人民
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寇颖是医院采
购中心的采购员。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后，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作为我
国历史上建立最早的传染病院之
一，全院所有科室都成为抗疫前
线。去年，李兴海带领团队收治确
诊新冠肺炎患者55例，参与13个重
症病例救治，创造零死亡、零感染、
零事故、零差评的战绩。今年，医院
共收治新冠肺炎患者38例。

无论是疑似病例还是确诊病
例，李兴海都是首诊医师，他要掌握
患者的第一手资料，然后同医疗组
做出明确诊断，遇到情况特殊或复
杂病例，他还到病床旁零距离查看
患者，给患者做心理疏导……在封
闭救治的日子里，李兴海每天睡眠
时间不超过4小时。

记者在家庭日记里看到李兴海
写下的这段话：“这次在病房封闭工
作 45 天 ，去 年 55 天 ，加 起 来 100
天。这3个多月，家里全靠媳妇，其
实也不只是这段时间，一直以来都
是媳妇在家‘一肩挑’。”

寇颖早已习惯“一肩挑”的生活。

4 年前，医院紧急应对禽流感
疫情，李兴海是应急救治小分队的
主力，当时，他的父亲病重住院治
疗，但直到父亲去世，李兴海也没能
抽出时间陪在老人身边，都是寇颖
床前伺候。去年，李兴海的母亲做
手术，之后又因股骨头坏死做了更
换手术，依旧是寇颖照顾。寇颖的
母亲查出肺癌后，寇颖又把年逾古
稀的双亲接到家中看护照料。

“那段时间，一天天都不知道怎
么过来的，给老人和孩子做好早餐，来
不及收拾家里卫生，接着就送孩子上
学，然后直接上班。晚上下班到家又
是一通忙碌，等把老人、孩子和家务
都料理好了，还惦记着李兴海，担心
李兴海或许正在病房，怕打扰了病
人，只能用手机给他发信息。”寇颖说。

寇颖对李兴海忙于工作，从未
埋怨过一句。她把照顾老人、教育
孩子，柴米油盐、洗洗涮涮这些总也
干不完的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以
便让李兴海全身心投入工作。

寇颖的工作其实也不轻松。有
时，她要加班加点筹备防疫物资。
今年她接到紧急采购任务，那天刚
好是除夕，商家有的已歇业，有的早
早闭店，她开着私家车跑遍了大半
个沈阳，因来不及向医院申请采购
资金，她自己先垫付了2万多元。

李兴海总能看到，他不在家的日
子里，家庭日记会详细记录3位老人
每天的生活状态、儿子的情况，还有媳
妇对他的嘱托和第二天要办的事。

妻子在家“一肩挑”

“我晚上住在爸妈家，你明天
又在病房吧？你吃的药我给你准
备了一个月的药量，记得按时服
药。”——摘自家庭日记

李兴海每次抗疫，都是寇颖帮
他整理行装。寇颖刻意在每个药
盒上用红笔圈出用药时间，并在旁
边画上长长的惊叹号。李兴海知
道，当过护士的妻子心细如发，也
正因为寇颖事事留心，他才能静心
省心。

忙于救治患者的李兴海自己
也是一名患者。他患有较重的糖
尿病，已有十多年。这个病每天需
要他严格按剂量服用药物，还要皮
下注射胰岛素。

李兴海进驻隔离病房十几天，
没给寇颖打过一个电话。半个月
后，正在医院忙着接收防疫保障物
资的寇颖接到李兴海的电话。寇
颖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吃药没？”李

兴海回答她说：“第一梯队成员今
天换岗，我要是能一直留在隔离病
房里边，就能帮助两批成员更好衔
接，所以我和你说一声，我先不出
隔离病房。”

李兴海难得和寇颖在电话里
聊天，他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情
况，从吃药到饮食起居，叮嘱寇颖
该做些什么，最后对寇颖说：“你也
忙也累，家务事，能简单就简单
些。不爱做饭，就叫外卖。”

放下电话，寇颖眼里满是泪
水。她时常发微信嘱咐李兴海：

“家里事不用你管，你管好自己
就好。”

对于寇颖的关心，李兴海记
在心里，但忙碌时经常忘记顾自
己。有好几个夜晚，他一身疲惫
回到隔离住所，浑身冒虚汗时才
想起该吃药了。看着寇颖发给他
的用药提醒信息，他沉浸在被爱

包围的幸福里。
去年8月19日，第十二届中国

医师奖名单正式公布，全国有 80
位医师入选，李兴海名列其中。作
为中国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颁奖典
礼在北京举行。李兴海说，“这份
荣誉是对我 20多年职业生涯的最
高褒奖，也是我对妻子这些年给予
我全力支持的回报。”

在寇颖心中，李兴海是挺如意
的“暖男”，对家人的关心细致入
微。李兴海出了病房回到家，总是
抢着进厨房，餐后还把厨房收拾得
干干净净。

李兴海话不多，每当寇颖要去
干家务活儿，他总是那句话：“你看
电视去吧。”李兴海说：“有个心地
善良的好妻子，是作为丈夫的最大
幸福。我工作忙，身体又有病，要
不是妻子照顾得好，我真担心撑不
住呢。”

出了病房的丈夫抢着进厨房

“今天，我收治了一名患者，他问
我，他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他是四
川人，在沈阳打工，老母亲因病卧床，
妻子务农，孩子念书，一家人等着他
赚钱，求我让他尽快好起来，他不能
倒下。这名患者得了流行性脑炎，我
打算帮他一把，没多有少，媳妇当场
批准。”——摘自家庭日记

李兴海回忆，这件事发生在他和
寇颖刚结婚不久，那天他回到家中，
和寇颖讲起了这个患者的情况。

第二天上班前，寇颖把一个信封
塞给李兴海，里面有2000元钱。李兴
海利用查房机会，对患者说：“这是我
和家人的一点心意，我和妻子都在农
村生活过，你的状况我感同身受，请
你相信我，只要你积极配合治疗，病
一定能治好。”

不收患者的“红包”，还给生活条
件困难的患者塞“红包”，以医生的身
份、以家庭的名义帮助患者，帮助他
人，对于李兴海家庭来说，不止做过
这一次，每一次寇颖都欣然同意，她
把这些事写在家庭日记里，还不忘鼓
励李兴海。那时候，他俩的工资并不
高，还要赡养双方老人。

记者在家庭日记里看到了接下
来发生的故事：“兴海今天回家说，
那个四川病人出院了。临走时，老
大哥握着兴海的手哭了，说兴海给
他治病，还给他治病的钱，他遇到了
天下最好的医生。我觉得，这就是
医者仁心，当医生，心眼儿要好使，兴
海做好事，能给儿子树立榜样，我肯
定支持。”

李兴海的同事习惯叫他“海哥”，

在同事心中，海哥愿意帮助别人，说
话办事敞亮。患者初识李兴海，尊称
他“李大夫”，等出了医院，也叫他海
哥。在海哥的微信里，有近百个好友
曾是他的病人。

有个叫王玉田的患者，李兴海是
他的主治医生。王玉田生病后，他的
父亲又得了重病，王玉田无心继续治
疗，几次张罗提前出院。李兴海耐心
地和王玉田“话疗”，劝他先把病治好
再出院，还替他垫付了几千元钱的医
疗费。

种了几十亩大田的王玉田，每到
苞米挂浆的时候，就会背一袋子青
苞米来看李兴海。李兴海只要不在
医 院 值 班 ，一 定 会请王玉田吃饭。
王玉田说，得病很不幸，认识“海哥”
很有幸。

2018年，李兴海到康平县张强镇
官宝窝堡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驻
村一年半，他经常到村民家中为他们
义诊。有诊所找到李兴海说，只要能
把病人劝到诊所，就会给他好处。李
兴海说：“给人看病，靠的是医德和医
术，用不着我帮你办这样的事。”

寇 颖 一 直 支 持 李 兴 海 帮 助 别
人。她觉得，患者在医生面前是需要
帮助的人，帮助他
们的形式有多种，
不 一 定 只 是 物 质
上的给予，救死扶
伤是一种帮助，精
神 宽 慰 也 是 一 种
帮助，归根结底是
要把患者当亲人，
与他们交朋友。

夫妻俩给病人送“红包”

李兴海是沈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感染
二科主任，妻子寇颖是该院采购中心采
购员。因为各自工作繁忙，夫妻俩虽近
在咫尺，却聚少离多。一页页写在笔记

本、台历上和记录在手机里的家庭日记，成为彼此
沟通的纽带。这些日记见证生活过往，诉说嘱托
牵挂，蕴藏爱的力量，传承质朴家风。2020年，李
兴海、寇颖家庭获评全国文明家庭。

核心
提示

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抗疫期间，李兴海把想说的话写下来拍成照片发给家人。（采访对象提供）

李兴海一家三口。 本报记者 杨靖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