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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在医院做社工

本报讯 从春寒料峭到暑热渐
起，“超长待机”的蚕豆即将下市。近
日，记者走访市场了解到，作为无锡
人春夏最爱的美食之一，蚕豆在立夏
后大量上市，价格也非常实惠，朝阳
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天最多可以卖掉
超百吨。业内人士估计，蚕豆的货架
期最多还有半个月，将在端午节之前
收尾。

“现在的蚕豆是最便宜的，3斤
只要5元。”在朝阳农贸市场，多位蔬
菜经营户身后，捆扎蚕豆的绿色编织
袋层层堆叠。朝阳农贸市场经理华
艳说，蚕豆刚上市时6元1斤，如今已
经开启促销模式。遇到打折的惠民
价，蚕豆窗口常常排起几十米的长
队。许多老人一买就是十多斤蚕豆，
拎着挺重。为此，市场特意开辟了剥
蚕豆专区，每天剥下来的壳堆得像小
山。

朝阳蔬菜批发市场经理李博艺
介绍说，蚕豆刚上市就是“最靓的
菜”，每车5至8吨的蚕豆基本在下午
4点前就能售罄。最近，蚕豆的成交
量已跃居蔬菜批发市场前三名，批发
价每公斤2.05元，较去年同期明显下
降。

为何无锡人如此爱吃蚕豆？餐
饮文化学者都大明说，在无锡人的传
统观念中，春季多食春笋，有耗心血
之嫌，吃蚕豆能补心血，因此一上市
就成为抢手食材。新鲜的蚕豆可煮
可烩，翠软鲜香。家常做法中，葱爆
青蚕豆通常以重油重盐调味，并会加
入较多的糖和葱花进行烹制。即便
蚕豆质地变老，也可在端午时节用于
制作豆瓣粽。

从春节前上市到5月底下市，蚕
豆不仅是“春日第一豆”，其货架期在
所有春菜中也算是“超长待机”。李
博艺说，蚕豆本身时令性很强，需要
经过产区轮转才能保证市场不间断
供应。最早上架的是云南蚕豆，价格
偏贵；到3月份，福建蚕豆集中亮相，
口感更软糯，此时蚕豆进入消费高峰
期；4月，浙江蚕豆“接棒”上市，最后
一棒是江苏蚕豆，现在市场上售卖的
就是产自如皋、如东、盐城等地的蚕
豆。 （陈婧怡）

大学本科学习市场营销专业
的我，不知道自己未来想要干什
么，家中一位姐姐就读的社会工作
专业让我产生了兴趣，于是，研究
生报名时，我就跨专业报考了社会
工作专业，现在顺利地成为一名社
会工作者。

说到社工，大家可能以为我
们大多在社区或者儿童福利院、
养老院等地方工作，其实社工的

分工非常细，既有专门针对青少
年的社会工作方向，也有专门针
对老年人的工作方向。对医务方
向感兴趣的我在毕业时选择了这
份和病人打交道的社工工作。从
去年10月到现在，我每天早上八
点和护士一起查房，在病房和病
人们聊天，在活动室和病人们一
起做游戏。每天的工作内容千头
万绪，遇到的病人形形色色。从

一开始不敢和病人交谈，到慢慢
能听懂一点无锡话，我在这份工
作中不断地学习和成长。社会工
作行业的薪资水平并不高，和我
同届毕业的不少同学转行从事其
他工作。但每当看到病人家属给
我发来感谢的消息，实现病人的
心愿后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
觉得这份工作的价值是无可比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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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医护人员，却每天和
肿瘤科病人打交道是什么感
受？“00后”王茜毕业于华东政
法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如今的
她，每天穿梭在医院肿瘤科的
病房内，为病人提供关怀，普及
安宁疗护服务。病人临终前的
呢喃、家属闪烁的泪光、医护人
员对重症病人的鼓励……这里
的工作让她对疾病和死亡有了
新的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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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记

在医院走廊看到王茜时，她穿
着亮黄色的马甲，像个小太阳一样
蹦蹦跳跳。医院的一角还有她布
置的温馨照片墙，手绘的兔子和花
朵图案十分俏皮。当问及每天面
对病人会不会感到压抑时，她斩钉
截铁地表示“不会”，自己是个“能
量很足”的人。她用自己的年轻活
力和专业态度，让越来越多的病人
接受了“安宁疗护”，有尊严地走完
人生的最后旅程。

有人说，在医院里见多了生老病
死就会麻木，但我却对生命有了不一
样的体悟。“珍惜生命”不再是一句空
谈，而是落实在了我每天的工作中。
想方设法让病人减少痛苦、安度余
生，是我对生命最大的珍惜与尊重。

我曾陪护一位患者顾阿姨（化
名），考虑到她喜爱安静，我每次来
到她床边，都会先轻声询问她是否
有聊天的意愿。如果她不想说话，
我便会采用冥想疗法，帮助她暂时
忘却身体的疼痛。我会引导她闭
上眼睛，放缓呼吸节奏，想象自己
身处宁静美好的场景，比如漫步在
静谧的森林中，阳光透过树叶的缝

隙洒下，周围弥漫着清新的草木香
气。通过和她的家属交流，我了解
到顾阿姨要强的性格和凭借个人
努力买房的心愿。之后在聊天时，
我也会和她分享自己过往的经历，
比如曾经为了工作熬夜、加班等。

顾阿姨去世后，我的工作并没
有结束。顾阿姨女儿放声大哭，我
用同龄人的安慰方式，鼓励她继续
参加研究生考试，好好生活。在这
份工作中，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
弱，也看到自己的努力给他人带来
的帮助。生命有限，人生无常，但
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支持，永远会
带给我们更多力量。

病房里每天都有着各种故事，
虚弱的病人、焦急的家属、忙碌的
医护人员构成了一幅世间百态
图。我和我的社工小伙伴杨雨虹
穿梭其中，既是旁观者也是参与
者。工作时，病人的误解和质疑是
时常发生的事。看到重症病人痛
苦的模样和家属不舍的泪水，我们
也经常唏嘘不已。

“我今天特意给她带了酸辣
粉，但早上来了才知道她凌晨已经
去世了”“是啊，上周才过完50岁
生日呢，太遗憾了”……休息时间，
我和杨雨虹谈起了最近陪护的一
名病人，身患胰腺癌的她病情发展
很快，最后的心愿是吃一碗酸辣
粉，却未能实现。生命无常，我们
能做的只有加倍关怀，减少遗憾。

我们还会对病人和家属进行
心理疏导。一次在病房里，一对老
夫妻因为治疗方案的分歧而争吵，
我和杨雨虹赶紧找两位分开谈心，
得知妻子是因为护理老伴十分辛
苦，却得不到老伴的肯定而心里委
屈，我们就鼓励叔叔每天给妻子表
达一句感谢，最终两人把话说开
了，心结也打开了。

在肿瘤科的病房里，病人的状
态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每天早晨
查房时，我都会带着一本小小的笔
记本，记下需要特别关心的病人。
比如，一个人来住院的张阿姨，我
会记录下她下午做CT检查的时
间，以便陪伴她去检查。除了日常
对病人的关怀，我们的社工团队还
会提供“安宁疗护”服务，让终末期
病人能够在不过度治疗、减轻痛苦
的情况下，有尊严地度过最后的时
光。

我的第一个“安宁疗护病人”
是70岁的李阿姨（化名），身患结
肠癌的她在刚入院时状态还不
错，也十分健谈。李阿姨最骄傲
的就是她事业有成的子女和两个
乖巧懂事的外孙女。每当提到他
们时，她都能和我聊上一个多小
时。但随着病情的加重，李阿姨
的状态慢慢变差，有时会说“不想
活了”“治不好了”这样消极的话，
这让我意识到需要立刻进行“危
机干预”。和家属交流后，我得知

李阿姨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就
和医护人员一起买了小蛋糕、生
日帽，在病房里给她过了一个简
单又温馨的生日。事后，李阿姨
看到照片特别开心，情绪也有所
好转。在陪伴李阿姨的四个多月
里，她有时会说“你就是我的外孙
女呀”这样的话，让我在工作中感
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在李阿姨
去世后，我陪同她的家属去了殡
仪馆，仿佛送走了一个对我至关
重要的家人。

日啖蚕豆超百吨

“春日第一豆”
赶紧吃

第一个陪伴到去世的病人，会喊我“外孙女”

误解、遗憾、争吵，我在这里看遍世间百态

生命有限，努力给予他人温暖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