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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先进工作者、顺义区医院骨科医生高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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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专家“高一刀”
□本报记者 杨琳琳

说起 “北京专家高一刀” 的
绰号， 高志学自豪地笑了。 这是
他在援藏期间， 当地百姓为他起
的 。 从2013年主动请缨前往当
雄， 到2014年主动请求延长援藏
时间， 高志学始终将医生的责任
牢记于心， 用爱心换来了当地患
者的信任。

汶川地震主动报名
成功救治伤员30余名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
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
发生了8.0级地震 。一时间 ，全国
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在了四川。俗
话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高志
学在第一时间便主动报名前往震
区参加医疗救援工作。

到了四川之后， 这个一直生
活在北方的汉子， 一下子适应不
了四川潮湿的环境。 再加上余震
不断，气候闷热，卫生条件差，高
志学的腿上长了很多脓疮， 结果
受到严重感染并且开始化脓。

然而， 这些并没有吓到高志
学，他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强忍着
腿上脓包的疼痛， 依然坚守在救
援现场。

在救护车上， 高志学时刻警
觉着， 准备随时出发。“记得我们
有一次，是凌晨两点多出发的，到
晚上的11点钟，才将伤员运回来，
整整花了21个钟头。”说起当时的
情景， 高志学显得有些沉重。当
时， 车上载的病人是刚从废墟中
发现的，伤得比较重，是脑外伤。
患者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 并且
呼吸道还有感染。 由于患者受伤
的部位比较特殊， 于是高志学在
狭小的救护车上一路小心地照
顾，随时观察、不时帮患者处理痰
液、输液……每一项工作，高志学
都做的特别认真细致。

除了患者的病情让高志学比

较担心之外， 路途上未知的危险
也随时危及着车上人的性命。四
川多山， 由于地震很多高速路都
被封了，只能走些小道，更多的是
河道。有些山路不仅石头多，而且
常常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河水，单
单行驶在上面就让人担惊受怕。
加上余震不断， 不时还有石头从
山上滚下来。“我就看见过几吨的
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 ， 特别危
险。”高志学严肃地说。

就这样，冒着随时被泥石流、
落石夺去生命的危险，一个月里，
他成功参与救治伤员30余名 。高

志学以精湛的医疗技术和良好的
医德医风， 被北京市评为抗震救
灾先进个人。

海拔4300米自制器械
完成当雄首例骨科手术

2013年， 高志学主动请缨参
加顺义区首批援藏工作。 当年7
月，作为北京市第七批援藏队员，
他来到西藏达拉萨市最偏远的当
雄县人民医院。当地气候恶劣，平
均海拔4300米， 冬季空气含氧量
只有内地的50%。由于严重缺氧，

高志学的嘴唇和指甲都是青紫
的。 他忍受着高寒缺氧带来的不
适，克服海拔高、手术条件差等困
难， 迅速投入了救死扶伤的工作
中。

“到了当雄之后，我发现没有
骨科， 很多骨折患者不能得到医
治，还有很多畸形的，而我正好是
一名骨科医生 ， 我觉得得干点
啥。”高志学说。

到达当雄医院三个月后， 他
做了职业生涯中最艰苦的一个手
术。 那是个右胫腓骨中下段粉碎
性骨折的小伙子， 送医时腿特别
肿， 部分皮肤已经坏死了。 小伙
子是骑摩托车摔伤的， 骨头还外
漏 。 以当雄的条件 ， 根本治不
了， 但如果转到拉萨， 则延误时
间， 难逃截肢的厄运。 面对这种
两难的境地 ， 高志学一咬牙 ：
“这个手术我来做 ！” 可医院条
件简陋， 没有C型臂， 加上继续
坏死的界限不清楚， 手术各方面
条件非常不好。 没有消毒锅怎么
办？ 无奈之下， 高志学把消毒盒
盖倒过来，盛上酒精，利用燃烧消
毒；有克氏针，却没有牵引弓，他
便用绷带自制牵引弓； 自制钢板
……就这样， 高志学在艰难中顺
利地完成了手术， 十多天后病人
康复出院。一套手术做下来，他还
自制了不少医疗器械。

完成4300米高海拔的第一例
骨科手术后， 高志学的名声在当
地传开了，许多患者慕名而来，狗
咬伤的、阑尾炎的、肠梗阻的……
高志学冲破了专业限制， 实现了
当雄县手术领域多个零的突破，
群众都热情地称呼他 “北京专家
高一刀”。

在西藏工作的一年间， 他共
完成各种手术150多台，其中骨科
手术60多台，包括关节松解、严重
软组织损伤等大手术。 由于当雄
的条件和技术人才有限， 这些骨

科手术， 大都需要高志学早晨七
点驱车170公里，到拉萨市医院挑
选所需的手术器械和消毒包，赶
回当雄后再实施手术。尽管辛苦，
但是高志学却乐在其中。

为培养当地技术人才
志愿申请延长援藏时间

2014年7月 ， 离别的时刻来
了。当雄县领导、医院医生、当地
群众纷纷挽留高志学。高志学说：
“我走了， 还有别的北京专家来，
他们医疗技术也都是一流的。”但
是村民们仍有些不舍。

通过一年的相处， 高志学也
舍不得这里淳朴热情的人了。但
是当时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成功
申请延长援藏时间。

回到北京， 高志学首先做通
了家人的工作， 然后又跟顺义医
院的领导商量。 最终他写了一封
申请书， 加上当雄县相关部门以
及当雄县医院的挽留信， 高志学
申请成功了。 其实， 除了那份感
情， 真正留住高志学的是另外一
个目的———带出一支成熟的技术
队伍， 那样当雄就有自己的骨科
医生，百姓的健康就更有保障了。

当雄没有器械护士， 高志学
就自己培养学生。 为了能让学生
们记住每一个细节， 他总是一遍
遍地重复。 如今他的学生们也慢
慢走上了手术台。

一年后 ， 高志学回到了北
京， 但是距离却没有隔断他与藏
区人民的距离， 他始终关注着当
雄的百姓。 2014年高志学荣获了
顺义区 “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
同年还获得了顺义区卫生系统
“杏林楷模” 荣誉称号； 2015年5
月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一个个荣誉见证着高志学的医者
情怀， 也见证着他带着爱心的一
路前行。

活跃在执法一线的“拼命三郎”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杜晓婧 文/摄

“朴实的大哥， 优秀的食品
卫士， 和蔼可亲的队长。” 这是
同事们眼中的郑全意。 记者初见
他时， 他正在办公室整理群众来
信。 在他身后， 整整一面墙的锦
旗， 似乎在默默述说着一次次执
法背后的故事。

2013年9月 ， 刚刚更名的昌
平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手短
缺， 身为工商昌平分局执法队队
长的郑全意主动请缨， 要求调到
区食药监局执法一线。

“你都在工商口干这么多年
了， 突然调去一个新单位， 又是
从头开始， 你图什么啊。” 在家
人眼中， 郑全意的这一举动纯属
自寻烦恼。 可他却觉得， 同样是
奋斗在执法一线， 只不过领域不
同， “再说了， 也不能光顾着自
己舒服， 而忘了初心。”

2013年11月1日 ， 郑全意正
式成为区食药监局的一员， 担任
食品药品稽查大队食品分队队长

一职。 郑全意深知万事开头难，
所 以 在 入 职 前 ， 他 做 了 大 量
的 功 课 ， 翻看资料 、 找前辈讨
教。 入职第一天， 郑全意便带领
全队查处了一个无证加工食品的
黑窝点。

起初， 同事眼中的他， 难免
有 “新官上任三把火” 的嫌疑。
谁知， 郑全意这 “火” 一烧就没
停下来。 进行专项整治、 处理群
众投诉……为了把每项工作落到
实处， 郑全意自动开启了 “5+2”
“白+黑 ” 的工作模式 。 他的努
力和坚持， 同事们都看在眼里，
后来还打趣称他为执法一线上的
“拼命三郎”。

然而， “拼命三郎” 也有扛
不住的时候。 一天上班时， 郑全
意突然说不出话了。 后经医院诊
断， 他是甲状腺肿瘤压迫喉反神
经造成的失声， 必须及时手术。

家人要求郑全意马上住院治
疗， 可是他却犹豫了， “工作刚

接手不久 ， 暂时也没有人接替
我， 能晚些手术吗？” 这是他问
医生的第一句话 。 他的这一举
动， 震惊了医生和妻子。 在他的
一再坚持下， 家人和医生不得不
采取 “保守治疗” 的方法。

整个2014年， 在食药监局的
执法一线总会出现一个嗓门极
低、 声音沙哑的人， 他用 “发自
肺腑” 的声音办理了全市第一起
食品涉刑案件———肉皮冻非法添
加双氧水案件 。 此后 ， “血豆
腐 ” 串案 、 馒头房非法添加案
……他的团队成功将一个个加
工、 销售非法食品涉案当事人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除了充分担当起 “食品卫
士” 的职责， 耐心的郑全意还时
不时充当着调解员的角色。 截至
记者发稿， 区食药监局处理群众
投诉3815起， 回复3815起， 处理
率100%， 得到了辖区群众的一
致好评。

今年7月， 区食药监局接到
群众投诉， 一位市民称买到了变
质的柚子， 但是商家拒绝退换 。
接手该案的正是大病初愈的郑全
意 。 投诉者是一位70多岁的老
人， 见他大老远地驮着两箱柚子
前来， 郑全意赶忙把他请进办公
室， 详细了解情况。

后经了解， 商家之所以不同
意退换， 是由于老人拿不出购物
凭证。 面对此种情况， 郑全意一
边安抚老人情绪， 一边对商家进
行劝导， 最终经过调解， 商家同
意退货。

“唯有全力以赴， 处理好工
作中的每个细节 ， 才能不负重
托。” 郑全意告诉记者， 不只他
一人在这么坚持着 ， 2013年以
来 ， 食品分队共查处违法案件
200余起， 取缔违法加工的食品
窝点 159个 ， 扣押没收的各类
不合格食品近9吨， 罚没款430余
万元。

———记昌平区食品药品稽查大队食品分队队长郑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