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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B07

周道璋：条件再苦，
救死扶伤心不改

1935年，周道璋出生于海
口琼山区三门坡镇的一个农民
家庭，小时候看到亲戚家孩子
得了怪病不幸去世，他暗暗下
定决心，长大后要当一名医术
精湛的医生，救死扶伤。

1951年，私立海南大学医
学院与私立海强高级医事技术
学校合并成立海南医学专门学
校。第二年，学校更名为海南
医学专科学校。也是在这一
年，周道璋进入海南医专读书。

当时，海南医专的办学条
件很差，教室和宿舍简陋，教学
设备匮乏，遇到台风暴雨天气，
校园里还积水。尽管如此，周
道璋和同学们并没有埋怨消
沉，他们刻苦学习，希望早日成
为一名合格的医生。

1955年，周道璋以全班第
二的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父
母希望他留在海口，他却主动
申请到当时较为偏远的崖县红
沙（今属三亚）工作，没多久调
至黄流卫生院（今属乐东）。“我
是一个年轻的医务工作者，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就是我的工
作岗位”，这是1955年2月学校
分配工作时，周道璋写在日记
本上的几句话。

当时，从海口到黄流没有
直达车辆，需乘坐卡车、拖拉
机、牛车等，交通十分不便。令
周道璋更苦恼的是，那个年代，
当地村民普遍不相信西医，只
信中医。他是学西医的，加上
年轻刚毕业，村民们不相信他
会治病。不忍心看着老百姓生
病无处就医，他开始利用业余

时间“补学”中医知识。
不久后，周道璋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方法治好了一个患牛
皮癣多年的病人，让许多人对
他刮目相看。后来，他又治好
了不少肾结石和痢疾患者。渐
渐地，村民们接受和认可了这
位从海口来的医生。

为及时缓解患者的痛苦，
周道璋任劳任怨、不辞辛苦。
有一次一个腹部受伤的病人被
送到卫生院，因为没有手术设
备，周道璋和同事只能简单处
理，然后用担架把病人抬去崖
县县城做手术，从黄流到崖县
县城90多公里，3个人走了3
天3夜才把病人送到。后来，
卫生院有了一间小手术室，小
到切脓疮，大到接生、缝合各种
伤口，周道璋经常一个人完
成。卫生院人手有限，周道璋
不仅当全科医生，还学会了护
士的技能，吸氧、吸痰、静脉注
射他都做，刚出生的婴儿他一
针就能扎到血管，有些婴儿出
生时吸入羊水窒息，他就口对
口把羊水吸出来，救了不少新
生命。

第二代：“像父亲一
样当一名好医生”

1959年，周道璋调到崖城
卫生院工作，为了更好地和患
者沟通，他逐渐学会了军话、黎
话、苗话、儋州话、粤语等。因
为医术好，经常有其他乡镇甚
至外地的患者找他看病。

周道璋的女儿周碧琼回
忆，那时周道璋经常加班，每天
中午放学后，母亲让她和弟弟
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去医院
叫父亲回家吃饭。可当她走到

诊室时，总是看到一大群人围
着父亲，父亲看到她就说：“我
看完这些病人再回去，他们从
很远的地方来，下午还要赶回
家，你们先吃。”

“通常父亲回家后，还没吃
上几口饭，就到了下午上班时
间，他又返回医院接着看诊。”
周碧琼说，由于经常不按时吃
饭，父亲得了胃病。

“别人处理不了的急诊，来
请父亲，他都是随叫随到。”周
碧琼说，以前不时有急诊病人
家属晚上来家里叫父亲，父亲
总是背上诊箱、拿个手电筒，就
跟着去了。

有些患者看完病后，没能
赶上回家的班车，周道璋便把
他们带回家吃饭。当时周家小
孩多，粮食本来就不够吃，周道
璋就让妻子去集市上买些地
瓜、玉米补充。

“我之所以当医生也是受到
了父亲的影响。”周期小时候经
常看父亲做手术。他还记得父
亲为一位受重伤的患者做手术
的场景，“很多人趴在窗边看他
操作”，这让小周期十分自豪。

1983年，周期参加高考，
关于未来的职业，他心中已有
答案。“那时是高考后成绩还没
出来就先报志愿，我填报的所
有志愿都是医学院校，下定决
心要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好医
生。”周期说，当年他的班主任
为此还骂了他一通，因为担心
这样填报会掉档考不上。结果
是，周期有惊无险地被当时的
海南大学医学部录取。

“当时海医还在龙华路校
区这边，没搬到如今的城西校
区，校园里比较拥挤，环境远不
能和现在相比。”周期说，自己
考入海医的成绩不太理想，在
班上处于靠后的位置。但在校
期间，出于一份热爱，他心无旁
骛地遨游在医学知识的海洋
里，进步很快。

到了毕业前夕，学校有12
个留校名额，周期考了第十一
名，顺利留校成为海南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的一名麻醉科医
生。他工作兢兢业业，曾获得

医院“十大杰出医师”和“中国
好医师”等荣誉称号。

第三代：不约而同选
择医学专业

周道璋的5个子女中，有4
人读过医学相关专业。除了周
期，大女儿周碧琼是一名护士
长，小女儿周小柳是一名耳鼻
咽喉头颈外科医生，和周道璋
的专业方向一样。

“以前和父亲交流时，他经
常跟我分享鼻窦炎等常见病的
治疗方法，并常说要对病人好
一些，看病是三分治疗、七分宽
慰，如今我慢慢理解了这一点
的重要性。”周小柳说，医生对
患者的态度好，患者就更信赖
医生，回去按医嘱用药，这样就
容易达到好的治疗效果。

1995年，周道璋从三亚市
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的岗位
上退休后，开起了诊所。2015
年，周期注意到父亲讲话经常重
复，反应也变得迟钝，便不让父
亲继续看病了。不久后，周道璋
被确诊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关诊所时，因为担心父亲
有抵触情绪，我们就说妹妹要
借用诊所的设备，然后就把设
备撤了。父亲清醒时会问，诊
所怎么看不到病人了。由此可
见病人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周期说。

周道璋对医学工作的热
爱，不仅感染了儿子和女儿，还
影响了孙子周志伟和外孙女李
晨雨，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
医学专业。其中，周志伟2014
年进入海医求学，毕业后成为
一名医护人员。

“海医的学习氛围特别好，
记得在校那几年，图书馆和自习
教室经常爆满，要找个空位不容
易。有一门病原生物学课程，老
师授课非常精彩，大家赞不绝
口。”参加工作后，周志伟会不时
想起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

周家人的海医故事，还在
续写。今年5月，已经退休的
周期接受医院返聘，继续在自
己熟悉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医”往情深

6月 21 日上午，海
南医科大学正式揭牌。
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周
期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这
则消息后，既激动又自
豪。海医是他的母校和
工作单位，更与周家有
着非比寻常的特殊缘
分。“从父亲算起，我们
家三代人中一共有四人
先后在海医求学。”

72年前，周期的父
亲周道璋考入当时的海
南医学专科学校（海医
大前身），毕业后在海南
各地从医近70年；41年
前，周期进入当时的海
南大学医学部（海医大
前身）学习，在校期间他
勤奋刻苦，凭借自身努
力获得留校工作机会；
32年前，周期的妹妹周
小柳考入海南医学院
（海医大前身），毕业后
选择和父亲一样成为一
名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
生；10年前，周期的儿子
周志伟作为新生到海医
报到，目前也已踏上从
医之路。

周家人保存着许多
与海医有关的老照片及
不同年代的毕业证书。
祖孙三代聚会时，只要
提及“海医”，大家就有
说不完的话，那是他们
共同的记忆和情怀。

■ 海南日报记者 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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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周道璋（中）带着儿女和他
救治过的一名阑尾炎患者（左后）合影。

1963年，周道璋（左二）和同学合影。
1962年至1965年，他再次回到海医学习。

1955年 2月，周道璋从海南
医学专科学校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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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三代行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