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平时经常会说 “工会是职工
的娘家人”， 但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了
这句话的含义。 这天下午， 天气非常
炎热， 公交客五分公司第三车队433路
驾驶员郑涛师傅在调度室门口转悠了
半天， 脑门上都是汗。 这时车队党支
部书记兼工会主席杨玉庆看见了。 通
过交谈得知， 郑师傅穿的制服裤子的
裤兜破了个洞。 于是杨主席立即找来
针、 线， 让郑师傅坐好， 便一针一线
地为郑师傅缝补起来， 不到5分钟， 就
缝好了。

通过杨主席这个小小的动作， 让
我感受到了工会娘家人的温度。

小时候， 我家里买了一辆二手的
二八式永久牌自行车， 哥哥经常骑着
它上下班。 闲暇时间， 哥哥有时带着
我和姐姐出去骑自行车玩。 趁着哥哥
不在家， 我和姐姐就偷偷地把自行车
推出去骑。 1978年2月， 当时我七岁，
个子较同龄人稍矮一些， 要想学会骑
自行车， 只能是一只脚从自行车梁下
伸进去 ， 两只脚摆着蹬 ， 叫做 “掏
裆”， 一蹬一蹬骑的飞快， 还可以骑着
自行车带人。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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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一线缝近了
与职工的距离
□王海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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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夫，你看我是不是上火了，胸
闷气短的， 怎么办呢？” 看到杨若濒，
张女士着急地说， 语气里满是焦虑。

近日， 记者走进了丰台卢沟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见到杨若濒时， 他
正在给一位张姓女士看病。 只见杨若
濒满脸微笑， 以亲切的语调， 用聊家
常的方式给病人看病。

一位爱吃甜食的医生

“大姐， 别急， 我给你开点药， 你
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没事了。” “杨大
夫， 我就信你！” 张女士焦虑的语气慢
慢缓下来， 焦虑的眼神也慢慢舒缓了。

“我就听杨大夫的！” “杨大夫 ，
我就信你！” 在卢沟桥社区， 凭借着
热心贴心的医疗服务， 杨若濒在社区
居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送走张女士，杨若濒微笑地跟记者
打了个招呼，眼前的杨若濒看起来十分
瘦弱，但灿烂的笑容让人心头一暖。

从1991年来到卢沟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杨若濒一待便是24个年头，在
这24年里，杨若濒将他满腔的热爱和感
情， 都献给了卢沟桥社区的居民们。

日常工作中， 很多患者为了挂中
医科的号， 更是每天五点钟不到就到
医院挂号室排队 ， 等待着接受治疗 ，
杨大夫每天都会准时开诊， 一直工作
到中午12点。 他有时会从口袋里掏出
常备的巧克力吃上一块， 还经常笑着
跟患者说： “我这人就爱吃甜食， 别
见笑啊”。 其实， 常来的患者都知道，
他这是又低血糖了。

卢沟桥社区来看病的老人多， 由
于病痛在身， 很多人来的时候都焦虑、
烦躁， 这时候杨若濒会以聊家常的方
式让病人从精神上放松下来： “大爷，
最近生活还好吗？” “大妈， 家里有什
么开心事吗？”

“病人精神状态放松了， 信任你
了， 才能很好地介绍病情并配合治疗，
病也就好得快了。 做一个好医生， 医
学知识只是基础， 对病人精神上的安
抚更重要。”

从医多年的他， 逐渐认识到治一
个人的心， 和治一个人的病同等重要，

每次面对患者， 他都能体会患者心中
的痛苦和难处， 总是在为病人缓解病
痛的同时， 从精神上理解、 心理上鼓
励、 行动上支持他们。

拄着拐杖上门为患者医治

杨若濒对每一名刚到中医科报到
的新同事都会说一句话， “作为一名
医生不能只有高超的医术， 更要有高
尚的医德”。

腿有残疾行动不便的他， 但每次
遇到比自己年长的病人， 总是要起身
相迎， 遇到老年人做检查， 脱鞋、 退
袖子不方便的时候， 他总是伸手帮忙。

当社区的居民遇到了棘手的健康
问题， 不论多晚， 都可以得到满意的
答复， 甚至有时他就直接赶过去。

长期在这种工作模式下进行医疗
服务， 他和社区居民的关系拉得更近
了， 像朋友一般无话不谈； 大家也把
他看作身心健康的守护神， 随时随地
进行咨询， 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咨询
完杨大夫之后心里就踏实了”。

一次在团队给社区居民建立健康
档案时， 摸底中发现家住晓月苑二里
的刘老大爷， 八十多岁了， 双下肢患
有严重的脉管炎， 出行十分不便， 还
要经常往返于许多大医院进行治疗 ，
病情也是时好时坏。 杨若濒在掌握了
这一信息以后， 很快就给老爷子制定
了一套中医处方， 从内服中药， 到外
用洗剂、 针灸放血等系统治疗， 使老
人的病情得到了很大改善。 遇上雨雪
天气， 杨若濒就亲自登门为老人诊治。
当老人打开门看到杨若濒时， 眼中立
刻闪出了泪花 ， 口中还反复念叨着
“杨大夫， 太谢谢你了”。

在之后的几年里， 杨若濒每隔一
段时间就会上门探望， 这满腔的热情，
深深打动了刘老爷子， 在接受北京电
视台记者采访的时候， 老爷子不仅对
杨大夫的医术赞不绝口， 更对他高尚
的医德医风给出了充分的肯定。

在开展了 “片儿医”、 “家庭医生
式服务” 后， 杨若濒并没有因为自身
的困难而退缩， 他为自己配备了拐杖，
以便于更快地走到患者家中去。 这种

坚强的意志让全院的医务人员都打心
眼儿里佩服，有很多青年医师都主动提
出：“杨老师，以后入户的时候，就让我
来当您的拐杖， 我们共同前行……”

行医多年收到的锦旗感谢信无数

在就诊室里， 记者抬头看到墙上
挂了好几面锦旗， 有的写着 “医德高
尚， 医术精湛”， 有的写着 “尊老敬老
真心为老， 医德医术皆为一流” ……
金色字体在红色背 景 映 衬 下 分 外 显
眼 ， 在 24年的行医生涯里 ， 杨若濒
收到的锦旗、 感谢信连他自己都数不
清了。

有一段时间， 杨若濒生病休息了
一周， 李大爷感冒了， 每次只找杨若
濒， 听说杨若濒不在， 就走了， 第二
天接着来， 一连来了七天， 等到杨若
濒上班后， 李大爷高兴地说： 杨大夫，
我感冒了， 你可回来了！

“当时李大爷的感冒由于拖了一
周 ， 已经有点重了 ， 我心里很难过 ，
劝他以后不能这样， 有病要及时治疗，
但老人的信任， 还是让我特别感动。”
说话间， 杨若濒鼻子红了， 眼里闪出
动容的神情。

每到开春时， 卢沟桥社区有老人
会给杨若濒送来第一茬香椿； 有老人
会送来苏子叶； 还有老大妈会把自己
家腌好的大酱菜疙瘩送来……虽然杨
若濒每次都退回去， 但丝毫挡不住老
人每年送的热情。

在病人面前， 杨若濒每次都是笑
容满面， 而他自己却要常常忍受病痛
的折磨。 1990年， 杨若濒得了血气胸，
差点死掉， 此外他常年饱受 “脊柱裂”
后遗症的折磨 ， 坐一个小时多一点 ，
他的腿就失去了知觉， 每天上百次神
经痛 ， 每次神经痛时都像刀刮骨髓 。
晚上睡觉， 为了找一个不疼痛的睡姿，
常常需要很久， 而杨若濒还是经常会
被疼醒。

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 没有英
雄耀眼的光环， 他用二十四年的爱心
医治温暖了全社区的心； 他带着残疾
的双腿， 在自主创新中医服务社区的
路上坚定前行！

姐姐教我
学骑自行车
□毛立权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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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