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如，你因为患病或衰老而即将死去，余
下的这一天，你希望自己是以什么样的状态
度过？当我们老去，死亡成为无法回避的现
实，能否想象，在死神一步步临近时，我们是
否坦然面对？

都说，人生应当“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
秋叶之静美”。既然离别无法逃避，那么让临
终者放下对死亡的本能恐惧，安详地走完人
生最后一程，又不对家人造成无法挽回的负
担，让他们走得安详，就成了人生最后一段时
光里最重要的事。

临终关怀，作为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
给予亲切抚慰、良好照顾和尽可能帮助的安
宁机构，使其安然故去，也让病人有尊严地走
完最后一程。但在合肥，与大量的实际需求
相悖的，确实大多数人的无法接受。

▋曾梅/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死亡一直被视为让人畏
惧、“不能说”的禁忌话题，让父母以临终护理方式
离世是不孝，因为子女没尽全力去抢救垂死的父
母。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公众对临
终关怀服务的需求只会与日俱增。

安徽芝麻开门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张愉悦
认为，“临终”暗示着生命的即将离去，这往往
给病人及其家属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这个时
候，患者和家属都必须直面一个问题：如何面对
死亡。

在张愉悦看来，临终关怀更多关注的是
“生病的人”，而不是“人的疾病”，除了通过专
业技术缓解患者躯体症状外，医护人员更注重

人道主义的全面关怀与周到细致的积极照顾，
给予慰藉和身心健康支持。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赵教授表示，临
终关怀服务在全国的很多大城市都开展了，合肥
现在还未铺开，仍存在着普遍的临终关怀宣传发
动不足。

对于如何普及临终关怀的服务，赵教授认
为，政府可以发挥卫生资源的调控作用，在社区
卫生服务的全科医生团队中，增设居家临终关怀
服务；加大生命教育，普及临终关怀教育理念，
更重要的是引导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参与，让更
多的老人感受到陪伴的温暖，在生命最后时光感
受到生命的尊严与社会的温暖。

专家：呼吁普及临终关怀，引入社会力量

02

2017
12·24
星期日

见
习
编
辑
吴
承
江

组
版
李

静

校
对
刘

军

星
报
调
查

生命尽头，如何让TA有尊严地离开
“临终关怀”不被传统所理解，合肥缺乏专业机构

故事一：
老人完成落叶归根的夙愿

张怀念今年67岁，十几年前，他唯一的儿
子在车祸中不幸去世，6 年前，白血病夺去了
他老伴的生命。连番的打击让老人失去了生
活的动力，张怀念的体重直线上升，最胖时达
到了 115 公斤，严重的超重和冠心病折磨着
老人的身体，医生预言他离开的日子也不会
太远。

更可怕的是，除了年轻时候一些零星的
片段，老人的记忆变成了一片空白。

一个远方表亲将张怀念从老家淮北接到
合肥，送往养老院，支付了三个月的抚养费
后，表亲全家移民去了国外。

可没过多久，张怀念的身体状况开始急
转直下，他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生命已
经走到了尽头。最终，养老院包下了一火车
软卧房间，由 3 位护工一起，带着老人踏上了
回老家淮北的路。

回到家之后的2天，张怀念就永远离开了
人世，其间，护理人员一直伴随在他的身旁。

故事二：
白血病女孩难盼临终关怀

几年前，小蕊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白血病，
经过大半年的化疗，医生最终宣布小蕊的病
已经无药可救，建议出院回家。

“医生说女儿最多能活3到6个月。”短暂
的“生命期限”让她父母无法接受，哀求医生
继续治疗，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小蕊回到
了合肥老家。

“找不到临终关怀志愿者，希望孩子多活
些日子。”“如果世界上有后悔药就好了。”潘
先生再悔恨也无济于事。

由于疾病给小蕊的心灵带来严重的伤
害，小蕊的父母刚从上海回到合肥，便开始托
人寻找临终关怀志愿者，帮助女儿化解内心
的忧虑。然而，并没有出现一个有经验的志
愿者。倒是有很多爱心人士前来看望孩子，
这让小蕊的父母很是感动。

潘先生说，他希望为女儿寻找临终关
怀志愿者，但在合肥，这样的志愿者缺相
当缺乏。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临终关怀”引入中国。
相比其他地区，安徽的起步较晚。随着全国城市步
入老年化，这种需求已经形成市场，但在我们身边
却很难寻找到专业的临终关怀机构。

“把老人送到专业的机构里去等死？我可不
想被贴上不孝子的标签。”在采访中，除了受到

“传统孝道”观念影响的市民外，还有市民则是
对临终关怀这一行业本身存在顾虑，甚至有一大

部分人不知道临终关怀。
事实上，临终关怀医院由专业的人士通过

陪护、聊天、心理治疗等方式来减轻患者的孤
独、不安、焦躁、恐惧等负面情绪。然而这些却
得不到市民观念上的认可。谈起临终关怀，大
多市民认为，那就是让病人“等死”的“送终床
位”。如何说服这大多数人改变观念，还有许多
的工作要做。

难题：临终关怀机构不被理解

据悉，为了进一步创新志愿服务形式，合肥市
文明办曾通过“圆梦微心愿”、“周六志愿行”、“1元
公益行”及“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行”等品牌活动推动
全市志愿服务工作健康深入稳步开展。

2016 年，合肥市文明办就和市有关部门合
作计划开展“1 元公益行”志愿服务活动，倡导

“一人捐款一元钱”，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弱势
群体、困难群众，给他们温暖关怀，同时开展

“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行”活动，组织志愿者到敬

老院、社区等场所为孤寡老人送去关怀慰问，让
孤苦伶仃、无儿无女的老人们切实感受到社会
的关心和关爱。“我们推广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
的‘帮客’做法，开展邻里守望、敬老、爱幼、助
残等志愿服务活动，并成立合肥市志愿服务联
合会,将志愿服务团队的联系渠道打通, 加强不
同社区‘帮客’团队的合作服务,以实现志愿服
务团队更大的能动性。”该市文明办志愿服务处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措施：启动“临终关怀志愿服务行”

据省卫计委相关数据显示，我省每年新发
肿瘤病例数 18.8 万例，我省每天因肿瘤死亡
315 例。

随着我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业内人士认为
“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将不断扩大。但是，目前
合肥公立医院里，由于床位、医护人员资源有
限，暂未设立专门的临终关怀病房。

“设立临终关怀病房，不仅需要独立的空

间，并且要在病房内设施的配备上进行多个细
节改善，起到缓解病人情绪作用。但现在由于
条件所限，医院最多只能从缓解病人恐惧心
理、提高临终生活质量等小的方面多给一些关
怀。”合肥一医院医生说，除了硬件方面之外，
临终关怀不以治疗为主，同时需要大量成本，
所以公立医院也没有扩大临终关怀服务覆盖
面的积极性。

现状：合肥公立医院暂无临终关怀科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