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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开展临终关怀服务十年 让爱的阳光温暖生命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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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医院康宁科病房

“人往生后将去哪儿？其实人就像一朵朵浪花，浪潮时，你让人看见了，来

到了世上；退潮了，就回到海里了，人也就走了！往生后我们又回到了大海。”

“我的一生可能很平凡，但总有一些生命的闪光点让我感到自己的存在，感

受生命的精彩。谢谢你们，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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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每天充满阳光，生生不息，微笑每天，愿你好。”

……

广州番禺区市桥医院康宁科，有一棵“心愿树”，便利贴上承载的文字，透

着生命的温度。

2008 年，番禺区市桥医院成为广东省首间开设临终关怀专科的公立医院，至

今已为近 3000 位老人及临终患者提供服务。

同年，一座“慈爱楼”在广州市老人院拔地而起，这是全国民政系统第一座

为老年人提供宁养照顾服务的大楼。随后，社工力量加入，广州红房子社工服务

中心成为全市第一家开展死亡教育与临终关怀服务的专业社工机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主任医师顾晋提出，

基于尊重生命理念而开展死亡教育尤为必要；随着我国迈入老龄化社会，临终关

怀（宁养服务）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而广州在这方面，已走过了十年探索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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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宁科病房设有“心愿树”，病人和家属在“树上”写满了人生寄语

阳光照进生命最后一公里

4月某日，春光正好，番禺区市桥医院康宁科内，一位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

阳，亲人在一旁拉家常，画面定格，岁月静好。

如同粉色墙壁上的标语“让阳光沐浴在生命的最后一公里”，在这里，或许

因为感知到生命有限，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弥足珍贵。

2008 年，伴随中国临终关怀萌芽的步伐，番禺区市桥医院在全省首次试水开

设了临终关怀专科，同时指派两位医护人员去上海学习经验，黎梓雯是其中一位。

现任番禺区市桥医院康宁科主任的黎梓雯，此前是一名内科医生，在病房见

过了太多生死离别。“对于没有治疗希望的绝症病人来说，抢救是一种痛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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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CU 里靠呼吸机将生命延长多一个月，还是顺其自然地离开，很多病人都会选

择后者。”黎梓雯说，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家属要求尽一切努力挽留病人的生

命，却没有问过病人自己愿不愿意。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从内科到康宁科，黎梓雯也经历了很强烈的心

态转变。在内科，将急、重病人治好了，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面对临终关怀病人，

在收治前就要与家属做好沟通：只是对症治疗，尽量把病人痛苦降至最低，让他

们自然离开。

60 多岁的余叔（化名），是康宁科的病人之一。他是肺癌晚期患者，生命日

渐凋谢，家人编织了善意的谎言，告诉余叔只是肺炎。住院后，余叔经常拉着黎

梓雯，问道：“我感觉身体越来越差，为什么肺炎都治不好？”黎梓雯只能宽慰

余叔：“你的病需要慢慢调养。”同时，余叔也在埋怨子女为什么不送自己到大

医院治疗。事实上，瞒着，对病人来说也许并非最好的选择。经过与家属反复沟

通，家属最终将实情告诉了余叔。

刚开始，余叔显然难以接受，精神状态一度很差。经过家人的陪伴以及医护

人员和义工的耐心开导，余叔逐渐从阴霾中走出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住

院期间，没有对余叔进行创伤性治疗，他如果出现肺部感染、气喘，医护人员就

为他用药消炎、止喘，吃不了东西的时候，就为他打营养针。2-3 个月后，余叔

状态有所好转，还回家住了一段时间，最后回到康宁科，在医院内安详离世。

“这就是生命教育的过程，最起码，过了他自己心里这关。最后走的时候，

也不会不甘心。”黎梓雯说。还有很多经过了长期治疗的患者，清楚自己的病情，

在报纸上看到番禺区市桥医院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报道后，主动向家人提出要住

过来，“不想再折腾了，想‘舒舒服服’地走。”他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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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和家属在““心愿树”上写满了人生寄语

生命教育助老人建积极生死观

与番禺区市桥医院南北相望、相距约 70 公里的广州市老人院，每一个生命

同样得到珍视。

在慈爱楼 5楼中央和四个角落，分别布置有“乐观赏”“芳香园”“祝福园”

“听乐乐”和“触感乐”5个不同主题的“生命花园”，寓意用眼看、用鼻闻、

用耳听、用手触摸、用心感受祝福。平时，老人可以在社工的帮助下一起打理园

内花花草草，还可以亲手种植贴上自己名字的盆栽。“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

体会生命的美好，认识自然的规律，并形成自己独有的感悟。”社工孔木兰说。

慈爱楼建成之初，因为以“临终关怀”作宣传推广而被老人排斥，于是，老

人院将“临终关怀”改称为“宁养服务”，并在 2010 年推出“生命关顾计划”，

以慈爱楼为中心，辐射全院各功能区。该计划包含人生历程回顾、生命教育工作

坊、灵性关怀行动、护老者支援工作坊、善终个案服务等环节，构建了国内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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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宁养服务的新模式。目前，慈爱区 145 个床位基本住满，当中还包括 22 位

由政府兜底照顾的特困供养人员。

广州市老人院老年病治疗中心主任涂健铭介绍，在该院接受宁养服务的老

人，不是传统意义上生命只剩 6个月以内的老人，而是根据老人的年龄和生理、

病理特点确定，主要包括晚期癌症患者、慢性疾病终末期患者、部分高龄老人。

2018 年，全院开展临终关怀个案 133 例，癌症患者占 30%，慢性疾病终末期患者

占 70%。接受宁养服务的老人，都通过书面协议，不再接受有创的抢救治疗，而

是由负责医生诊断后采取姑息治疗。

而老人院内的宁养服务团队是一支包括医生、护士、社工、心理咨询师、护

理员、营养师、康复师在内的跨学科团队。他们指出，为宁养服务做好前期铺垫

的“生命教育工作坊”显得尤为重要。于是，他们邀请院内老人分享自己的生命

故事，播放生命教育主题纪录片，组织老人和职工参观大学医学标本馆……过程

中，社工部副部长梁娟娟发现，开展生命教育后，更多老人建立了积极的生死观。

她还记得，由于担心老人排斥，第一次开展遗体捐赠讲座只能放在健康教育讲座

最后轻轻带过，但没想到不少老人感兴趣。

77 岁张姨谈起了当年参加讲座后萌生捐赠遗体的想法：“如果捐赠遗体能帮

到有需要的人，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目前，全院已有 15 位老人签署了遗

体捐献协议。“他们以前觉得自己老了就没用了，但签了协议，会让他们觉得自

己还是有价值的。”梁娟娟说。

被听见、被看见，生命就有了价值

不论是番禺区市桥医院，还是广州市老人院，除医护人员之外，社工、志愿

者在临终关怀服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医疗服务的补充，他们能够鼓励

病人，安慰家属，起到很好的心理疏导作用。”黎梓雯说。

而自 2013 年起，广州有专业社工力量开始参与临终关怀服务，广州市红房

子社工服务中心就是首个“吃螃蟹”的机构。2015 年，该中心又首次将“死亡

教育”列入服务内容，这在全国开展临终关怀服务的机构中都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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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宣导角度来看，细胞不断更替，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走在临终路上。只有

正确认识死亡，到真正临终的时候才不会太过恐惧，”该中心创始人周敏华说，

“截至2018年年底，该中心已经服务了超过1万人次，其中临终关怀探访约 1500

人次。

服务对象中，76 岁的李爷爷给周敏华留下了深刻印象。李爷爷患心脏衰弱，

伴有多种慢性病，住进某社区医院后，经常对着护士闹脾气，让护士感到头疼。

于是，周敏华带领志愿者去探访了李爷爷，接触后发现，李爷爷其实只是通过闹

脾气的方式，希望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于是，周敏华和志愿者根据李

爷爷的兴趣特长，进行适当的夸赞，肯定他的价值，同时引导他进行生命回溯，

正视死亡。慢慢地，李爷爷的脾气越来越好，连护士都说他变得可爱了。

番禺区市桥医院 82 岁的陈伯，与志愿者的“信物”是一包苏打饼干。“以

前探望他的时候，他说想吃苏打饼干，于是之后每次探访，志愿者都会买一包饼

干带过去。”红房子志愿者领队徐桂娟说，每次看到志愿者来，陈伯都特别激动。

周敏华也表示，“因为我们的陪伴，给他们一个平台被听见、被看见，这样，生

命就有了价值。”

不过，想要服务能长期延续，广州市红房子社工服务中心还存在资金和专业

人才缺乏的问题，以及如何让“死亡教育”走进社区。“下一步，我们希望和科

技企业合作，从智能化健康管理切入，过程中融入生命和死亡教育、专家科普等

内容，让更多居民能够参与和接受。”红房子运营总监王红江说。

番禺区市桥医院同样面临困境。一方面是社会需求量大，康宁科的床位从最

初的一层增加到现在的四层，甚至加入了内科部分床位，总数接近 190 张，但医

护人员却只有 20 余人，数量远远不够。另一方面，黎梓雯指出，医院开展临终

关怀服务，其实都是亏损的，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临终关怀的支持力度，给予医

院更多补贴。

文/金羊网记者 符畅 通讯员 莫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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