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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父亲节前夜，沈高新收到了儿子的节日
礼物——一只手机。手机盒上附着一张祝福纸
条，文字虽然简短，却让沈高新感动不已。

沈高新的儿子名叫沈枫凯，是一位民警。平
时，他忙于工作，与家人聚少离多。

沈高新有一只旧手机，虽然因为磕碰只剩下
接打电话的功能，但也没想着更换。没想到，沈枫
凯注意到了，并给了他一个暖心的惊喜。

“今晚要回家吗？”“所里有事，不回来了。”沈
高新打趣这是他和儿子最常见的对话。

两年前，沈枫凯从南京的警校毕业后，就到派
出所上班。“平时两三天才能见上一面，有时候遇
到他出差，一个多月都见不到一面。”沈高新原想
儿子毕业后能多些时间陪伴在身边，但是他的愿
望落空了。

沈枫凯不值班时，沈高新便计划着等他回来
和他说说话，奈何儿子总是忙到深夜十一二点才
回家。每每此时，同样忙碌了一天的沈高新已支
撑不住回房睡下了。

每天，沈高新和妻子起床的第一件事，便是看
看隔壁儿子的房间门有没有开着。

沈高新的上班时间比沈枫凯早半个小时。“儿
子工作这么辛苦，只想让他多睡会儿，即使想聊聊
天，也舍不得叫醒睡梦中的他。”沈高新心疼儿子
但也表示无可奈何，“这是他自己选的路，而且那
是如此高尚神圣的职业，我这个做父亲的，怎么也
得支持他。”

沈高新说，儿子每四天值一次晚班，值完班的
第二天就可以回家吃饭，于是，他早早在家准备了一
桌儿子爱吃的菜。然而，一家人刚准备坐下就餐，儿
子就接到了所里的紧急电话，匆忙赶回单位。

“有一年十一假期，与沈枫凯感情很好的表弟
从国外回来，约定好一大家子一起聚聚，结果他又
临时有任务，只能我和妻子两人去赴约。”沈高新虽
然有些失落，但也表示理解。

沈高新开玩笑说，虽然他和家人在等待中有
过失望和无奈，但是儿子的懂事、贴心让他们宽慰
不少。“上班后的第一笔工资，沈枫凯首先想到了
奶奶和外婆。每次值班回来，总不忘带些二老喜
欢吃的糕点。”

每天早上5时，胡宜书总是赶在丈夫起床前为
他准备早餐。一个鸡蛋、一杯牛奶必不可少，有时
候再搭配一些蔬菜、瘦肉。

早餐看似简单，其实，胡宜书心中自有考量。
“他工作忙时顾不上吃饭。以前精力好，中午或晚
上我会到他单位给他送饭。现在年纪大了，我也
不去送饭了，但我得保证他早上在家的这一餐营
养均衡，能帮助他坚持一整天的工作。”胡宜书说。

胡宜书的丈夫是市一医呼吸内科主任冯长
溪。每天早上7时，冯长溪就要前往单位，查房、会
诊、制定诊疗方案⋯⋯一事忙完接着又忙一事，便
是他工作的真实写照。

“晚上9点半能等到他回家已经算是幸运了。”胡
宜书说，深夜十一二时回家，已成了丈夫的平常事。

有一次，胡宜书终于盼到丈夫能回家与她共
进晚餐，谁知当晚连续四个病人出现危急情况，让
这场难得的“相聚”再次泡汤。

胡宜书说，这些“爽约”，她的丈夫通常不记得
打电话知会她，每次都是她着急地打电话询问发
生了什么事情。等来的总是丈夫匆忙简短的接听
解释，然后他就又为病人们忙开了。

胡宜书看到她的丈夫尽心救治每一个来到面
前、承受着病痛的生命，她对丈夫所付出的努力与
坚持表示理解。不过,她表示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希望所有人都健康。尤其是年轻人，不要消耗自
己的身体。一个健康的体魄，既是对自己负责，也
是对整个社会负责。

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冯长溪时常会给年轻医
生讲课，分享特殊病例做经验交流。为了能让丈
夫晚上多点时间休息，胡宜书主动承担起了帮丈
夫做幻灯片的任务。

文字、图片由丈夫提供，胡宜书则把这些内容
转化成一页页生动的幻灯片。最多的一份有200多
页，整整花了她三个小时。“每当看到医院里多媒体
窗内循环播放着我帮忙做的幻灯片，我还挺自豪
的。”

胡宜书与丈夫的婚姻生活开始于1989年。开
始，她习惯于做好一桌饭菜等丈夫下班，可是，慢
慢地，这种等待转化成一种默默的支持：处理好丈
夫身后的大事小事，让他毫无顾虑地坚持他所坚
持的事业。

早晨，冯长溪吃完早饭匆匆出门。不久，胡宜
书也收拾妥当，加入了离家不远处广场舞的阵
营。“做医生的妻子，最重要的是自己身体要好”这
句她常挂在嘴边的话，虽然略带调侃，却是一位医
生家属对奋战在医疗前线的家人有力的支持。

等
是一种支持

“ 当孩子张开翅膀到

远方翱翔时，我们正在以

惊人的速度老去。

孩子，海阔天空，你

尽情去闯，不论怎样，我

们做父母的，还是在原地

等你回来。

”每一位医务工作者

都非常辛苦。等不到他

们按时下班也是经常发

生的事情。作为医生的

家属，我要做的就是做好

他的后盾。记得你的身

边有我。

等
是一种理解

□记者 应桃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