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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刀，能接骨，弯着腰进
门，直着腰走出去。”走进北京丰
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寻求帮助的
病人们常常感叹， 这样的中医手
法简直就是指尖上的奇迹。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
北京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院长
齐越峰却说， 中医手法的确要求
将力量凝结在指尖上， 但作为现
代医学管理者， 指尖不光要习练
精准的中医手法， 还要以指尖联
通医学技术与科技智能潮流，这
样才能让中医手法真正成为指尖
的奇迹。

妙手行医 手到擒来解病痛
“宁为良医， 不为良相”———

这是齐越峰当初报考医学院时的
初心。 他2002年毕业于中国中医
科学院， 师从国医骨伤名师孙树
椿教授。17年来，“良医”成为了他
的信念，成就了他的事业，也激励
他最大限度地发挥专长。

齐越峰以中医理论指导进行
辨证论治， 对骨伤科的多种疑难
病有自己独到见解， 并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 曾经有一位女性
患者，因为颈椎病，每每睡到半夜
都会痛醒。在半年的时间里，她四
处求医问诊，却毫无改善。最后，
慕名来到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
院，找到了齐越峰。第一次治疗，
齐越峰采用宫廷正骨手法， 仅用
了15分钟， 就让这位患者的病情
得到了缓解。三次治疗后，患者就
大好了。

“齐院长的治疗手法让我感
觉有一股热流从肩头到手指，而
且有种气流涌到头顶， 我顿时耳
清目明， 感觉背部压了快半年的
包袱一下子就卸掉了。”女患者激
动地说。

虽然已经是医院院长， 但齐
越峰多年来始终坚持出门诊，有
时一坐就是7、8个小时。 都说，医
者，仁心。为患者治疗的时候，他
也总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们考虑。
曾有一位手腕桡骨远端骨折的患
者，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上手术
台前才来咨询， 最终放弃开刀而
转为中医正骨治疗。齐越峰介绍，
中医讲 “骨肉相连， 筋能束骨”，
80%的患者可用正骨手法接上 ，
以夹板再养护5周，拆除夹板后康
复一两个月， 即可达到很好的治
疗效果，全部费用不足5000元。而
若选择开刀动手术， 一周内的花
费就是3万多。

“疗效相同， 但价格对比明
显， 更凸显中医的优势。 我们医
生，有义务消解老百姓看病贵、看
病难的痛点。”齐越峰说。

创新管理 站点覆盖金融街
在医院， 齐越峰不仅是一位

传承中医国粹的医生， 还是一位
努力创新的管理者。

作为北京市复合型中医药学
术带头人， 近年来， 他围绕医疗
改革、 专科建设、 医保管理等方
面， 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 医
院的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不断
提升。

现在， 西城区每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都与上级医院建立了紧
密型医联体， 实行管理一体化、
基本医疗一体化、 公共卫生一体
化 “三个一体化” 管理。 北京丰
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与金融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也组成了这样紧
密型的医联体。

“我们现在在金融街地区设
立了6个卫生服务站。 金融街社
区卫生中心主任是医院领导班子
成员 ， 医院和中心实现人才 、
资源等共享。 在临床检验、 医学
影像等方面统筹管理。” 齐越峰
介绍。

以检验为例， 由于社区没有
空间放置大型检验设备， 现在医
院每天都会派出专车下到社区中
心所属的6个站去取采集好的血
样 ， 送 回 到 医 院 检 验 后 再 返
回 检 验结果 。 此外 ， 站点医生
都是全科医生， 有处方权， 还参
与到了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 守
护社区百姓健康， 做他们的健康
管理者。

齐越峰强调说： “学术精 、
创新快、 服务强、 效率高， 才是
未来医院发展的大势所在。”

大爱无疆 灾区救援显身手
2008年5月12日的汶川大地

震，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
大的一次地震。 地震也让地处成
都平原西北部的小城什邡， 转瞬
成 为 了 极 重 灾 区 之 一 。 地 震
发 生 后 ， 北京派出了医疗队支
援灾区。 齐越峰作为中医骨伤专
家也参与了在四川什邡开展的救
援工作。

当时， 齐越峰和其他5名队
员被安排在什邡市最大的一所二
级甲等综合医院 。 根据个人专
长， 齐越峰进了骨科。 这里的病
人大多是在地震中受伤， 以创伤
骨折为主 ， 开放伤 、 复合伤居
多， 而且伤情较重。 齐越峰的主
要任务是参加手术方案的制订和
手术操作 、 年轻医生的临床带
教、 疑难病例讨论。

在灾区的每一天， 齐越峰几
乎都有一台手术。 “到医院的第
二天 ， 我就参加了一台第 二 腰
椎 爆 裂 骨 折 切 开 复 位 椎 弓 根
钉内固定手术 ， 手术很成功 。
还曾有一次连续做了 9小时高
强度手术， 抢救危重病人。” 齐
越峰回忆说。

“每一次手术成功后， 病人
对我的声声谢意 ， 都使我很感
动。 这是对我们首都医务工作者
的莫大信任， 这更增加了我作为

北京医生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
齐越峰说。

有一次， 东四包子铺的和面
工被机器绞伤导致前臂、 上臂等
多部骨折， 因为押金不够辗转几
家医院均被拒， 送到丰盛时， 下
班路上的齐越峰就一句话： “不
要考虑押金 ， 抓紧时间术前准
备， 保命要紧。” 连续6小时的手
术后， 病人的胳膊保住了。 离家
出走的流浪人员因股骨颈骨折被
120送到医院时， 外面正是冰天
雪地， 齐越峰动完手术后， 与民
政 、 街道 、 派出所等多部门联
动， 最终帮他找到了家人。

关爱医护 呼吁社会宽容
北京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

目前有职工400多人。 齐越峰介
绍说， 医院编制有限 ， 这些职
工 中 ， 大 部 分 都 签 的 劳 动 合
同 。 医 院 对 医 生 、 护 士 、 后
勤 人 员 等 在 内 的 所 有 职 工 一
视同仁， 所以近年来， 医院人才
流失率极低。

“不管有没有编制，医院的职
工都是同工同酬，连工会福利也
都是相同的 。 比如有些医生没
有 北 京 户 口 ，不 能 进 编 ，但 是
已 经 在 我 们 医 院 工 作 了十几
年，这在医院里是很难得的。 ”齐
越峰说。

齐越峰表示， 医院是一个知
识密集型单位。 医生大多是高级
知识分子 ， 受教育程度高 。 本
科， 普通院校4年， 医学生起码5
年， 再加上研究生3年， 博士生3
年， 学医的人进入社会， 从业的
时候， 往往不如本科学IT、 金融
的同学收入高， 但是他们为什么
还坚守着这份职业？

“医德高尚是一方面。 但更
多的是， 既然选择了从医之路就
不是为了挣钱。 他们渴望的是被
理解、 被认可。 但是现在社会上
伤医事件频发， 他们就会感到不
被认同和理解， 时常会有一种挫
败感。 所以我希望能从工会的角
度， 从社会的角度， 对他们进行
关心、 关爱。” 齐越峰说， “生、
老、 病、 死都在医院发生， 但我
们客观地说， 不是所有疾病都能
治愈。 ‘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
助； 总是去安慰。’ 这是医生的
本职， 希望大家对医生能有更多
的宽容”。

齐越峰介绍， 医护人员面临
很大的职场压力， 也许他们在患
者面前始终保持微笑， 但实际上
他们身心疲惫。 有的医生回家后
累得连话都不愿意说， 有的医生
甚至还患有抑郁症。 受医院场地
的限制 ， 没有办法为大家建设
“减压小屋” 等， 但是会经常组
织一些活动， 目的就是为了给职
工减压。 除此， 他也鼓励大家带
薪休假， 外出放松身心。

梁会兰的老家在河北衡水，
家中并不宽裕， 作为长女的她在
初中毕业后 ， 尽管学习成绩优
异 ， 还是放弃了继续升学的机
会， 成为了一名代课老师。 1995
年， 京棉二厂到衡水招工， 看着
招工丰厚的工资待遇， 梁会兰动
心了， 成了京棉二厂的一位细纱
挡车工。

在师傅的带领下， 不到一年
时间 ， 积极上进的梁会兰入了
团 ， 还成为了厂团支部 “学雷
锋” 小组的组长， 带着20多名组
员深入社区， 服务从厂里退休的
孤寡老人。

1996年的春天， 梁会兰认识
了第一位老人赵桂珍。 看到赵桂
珍老人的那一刻， 梁会兰想起了
自己的奶奶。 “我的奶奶在老家
是有人照顾的， 而赵阿姨却孤单
一人， 太让人心酸了。”

当时， 她年龄还小， 做什么
都不太熟练， 但一有时间， 她就
会来到老人家里 ， 陪老人聊聊
天， 向老人学习做家务。 转眼夏
天到了 ， 看到蚊子 、 苍蝇特别
多， 眼看着老人也没有个门帘。
梁会兰心想， 老人肯定是舍不得
买， 就决定给老人做一个。

她买来曲别针 ， 找来塑料
纸、 小纸板， 一个一个地穿。 当
几千个曲别针连在一起时， 帘子
终于做好了 。 她马上跑到老人
家， 给老人挂上。 看着自己的新
门帘， 赵大妈高兴地说： “真漂
亮， 小梁手真巧！”

2006年因企业改制， 梁会兰
下岗了。 她对一直照顾的金大爷
说： “我要去找份稳定的工作，
换别人照顾你们好吗？” 金大爷
说了这样一句话： “小梁， 如果
换别人来照顾我们， 我和你阿姨
肯定要少活几年！”

如今， 回忆起金大爷当年劝
她不要走时说过的这句话， 梁会
兰的眼眶红了。 她下定了决心，
“凡是和我结对子的老人， 只要
他们健在 ， 我就会一直照顾下
去。” 梁会兰做通了丈夫的工作，
选择了留在北京， 留在八里庄，
继续无偿照顾孤寡空巢老人。

也是在那一年， 梁会兰又结
识了白淑云老人。 每次做饭时，

老人都会坐在她身边， 一边教她
怎么做， 一边聊天。 有人说： 这
是老人对你的不信任， 别去了。
但梁会兰不这么认为， “老人整
天以电视为伴 ， 没有人和她聊
天， 她只是想和大活人说说心里
话而已。”

说到高兴时， 梁会兰就陪着
老人一起欢笑， 伤心时， 就和老
人一起流泪！ 老人的故事她听了
一遍又一遍！

每周她都会给老人洗澡， 剪
指甲。 一次刚洗完澡， 老人坐在
一旁哭了， 她急忙问： “阿姨，
您怎么了？”

阿姨叹了口气说： “我在想
呀 ， 我的孩子都没有给我洗过
澡， 这辈子拖累你了。”

“阿 姨 ， 这 是 咱 娘 俩 的
缘 分 。 ”

就这样， 她们的感情越来越
深了， 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受到照顾的老人们对她说的
最多的是 “感谢” 二字。 受她照
顾的宋阿姨曾对她说： “事情交
给你， 我们放心， 你就是我们心
目中的神。” 全国劳模陈素芝跟
街坊聊天时说： “这辈子我老伴
儿做的最让我满意的一件事， 就
是把小梁带到我家！”

2011年，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后， 梁会兰在八里庄街道工
委和八里庄东里社区党委的帮助
下， 成立了一支以她名字命名的
“会兰孝亲敬老服务队”。 并且队
伍不断壮大， 队员由最初的12人
发展到100余人， 照顾的老人达
到了300多位。 人员结构也不断
优化， 社会各界人士和爱心企业
都积极参与 ， 专业程度不断提
高。 从物质关怀到精神慰藉， 从
走访慰问到外出活动等等， 志愿
者们共同为做好志愿活动出钱出
力， 献计献策， 开展了一系列志
愿活动。

“我做的都是一些平平常常
的小事， 却得到了社会和老人们
的认可 ， 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
范。 也使我懂得了干一行、 爱一
行、 行行出状元的道理。 在今后
助老的道路上我会一直坚持下
去， 做老人们的 ‘社区女儿’！”
梁会兰这样说。

风 采 录
代代 表表

“社区女儿”梁会兰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指尖奇迹 医者仁心

□本报记者 陈曦

———访北京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
院院长齐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