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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半援医帮扶，徐浩都住在医
院宿舍。刚到医院时，他克服困难，推
出了急诊病房、每日查房、每周一次科室
培训等创新性做法，提升了医院的诊疗
水平。随着一个个危急重病人经他之
手得以康复，徐浩赢得了同事的尊重，更
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赞誉。

帮扶期满半年前，徐浩就开始收
集工作中成功抢救的急危重症案例、
义诊中发现的典型病例、生活中常见
的小毛病，还有当地季节性高发突发
事件，如蛇咬、蜂蛰、犬伤、二氧化碳中
毒，以及胸痛、中风等救治技巧等，分

别整理成急危重症救治共享课件和生
活急救小常识，由个人印刷成册并无
偿赠送给册亨的医院、交警、消防、学
校等多家单位。

在徐浩看来，一年半的援医帮扶，
让他有机会再次审视医生的价值，这
是他人生最难忘的记忆。诊疗水平的
提升固然重要，但只有增强群众的健
康意识，提升他们的自我急救能力，方
可从根本上提升群众的健康水平。他
希望，帮扶的人离开了，但帮扶还在继
续。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郑诚 文/摄

援黔宁波市第九医院的徐浩医生：
“希望帮扶的人离开后，帮扶还在继续”

公交志愿服务队里与屠福
林有着同样感受的人不在少数。

42岁的李东是2013年“最
美象山人”获得者。当年，他把
独自爬上公交车的3岁小女孩
安全护送回家、不惧威胁把车上
的小偷送到派出所，留下了很多
佳话。

然而在 2011 年加入象山
公交以前，李东是开出租、跑城
乡中巴的个体司机。当记者问
他如果在以前是否有勇气做这
些时，他坦诚地说“不会”。而
进了象山公交，尤其是加入陈
晗带领的志愿服务队后，看着
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去做好事，
不为名不为利，对李东触动非
常大。李东认为，自己跟着陈
晗渐渐地改变了。

张和乾，是象山 120 路公
交的线路长，他所在的这条线
路被评为“省级敬老文明号”。

这条线路的终点站是象山县老
年公寓，沿线要经过象山许多
老旧小区，每天早上 7 点到 8
点，下午3点到5点，出门乘公
交买菜、接送孩子的老人最
多。每次，张和乾都非常热情，
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碰到老
人腿脚不便，他总会扶他们一
把；老人买的菜多了，提不动，
他也会帮他们提上来放好，到
站了再帮他们送下去；老年公
寓老人搬家，有空他就会去帮
忙。久而久之，他成了老人们
最喜欢的公交车司机，也成了
老人们喜欢的“儿子”。

采访结束，记者已经无需再
去采访陈晗了，这些普通的公交
司机已经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积德行善，可以改变别人，
也可以改变自己。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 陈飞飞 文/摄

徐浩向记者展示他编辑成书的小册子。

象山公交志愿服务队：一个人→一支服务队→一条文明线

是什么力量把这群人拧成了一股绳？
在象山，提到公交公司的陈晗，大家都会将他和好人、爱心联系

起来。他建立的象山公交志愿服务队自2009年成立以来，除了陈晗
外，还有一名队员被评为最美象山人，数十人获得过国家级、省级无
偿献血奉献奖，该集体也先后获得“最美象山人”“宁波好人”“浙江好
人”等荣誉称号。

这支志愿服务队里的大多数队员都是普通公交司机，是怎样的
力量把这群人拧成了一股绳？

屠福林屠福林（（二排左一二排左一））和同事一起看望阿光和同事一起看望阿光。。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
人瓦上霜”是不少人的一种处世
观念，加入象山公交公司之前的
屠福林也是这样。他是象山县
茅洋乡屠家园村人，2013年，41
岁的屠福林应聘进了公交公司，
一年后加入公司志愿服务队。
他没想到，第一次去服务的竟是
自己村里的人，一个有智力障碍
的低保户阿光（化名）。

屠福林说，其实以前自己也
知道这个人，但从来没去他家里
看过。但那一次，走进阿光家
里，他震惊了：阿光父母早逝，姐
姐也很早出嫁，家里只剩他一个
人。他会煮饭但不会烧菜，都是
村里的好心人拿点菜给他吃。

他住的老房子太破旧，村里给他
建了一间房。可没人照料的家，
依然是一团乱糟糟……

于是，他们每次抽半天时间
去帮阿光烧饭做菜、搞卫生、洗
衣晒被，给他送去生活用品。

从开始到现在整整7年，每
次去探望阿光，老远听见他们的
声音，阿光就会跑出来给他一个
大大的拥抱。而且，现在每次回
去做志愿者服务，村干部都会来
迎接或者慰问，村里认识不认识
的乡亲都会主动迎上来打招呼，
称赞自己。

“这份尊重和荣光，是我以
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屠福林
的脸上洋溢着自豪。

从“自扫门前雪”到“管他人瓦上霜”

做好事能改变别人，也能改变自己

4月初，宁波市第九医院的徐浩医生结束了一年半时间的援医帮扶，从
黔西南州册亨县人民医院返回宁波。早在帮扶期满前几个月，徐浩就在思
考：如何持续传递爱心，让册亨的群众得到持续的医疗帮扶的实惠。

2019年9月底，徐浩到达黔西南州
册亨县人民医院，开始为期一年半的援
医帮扶。当地的交通已大大改善，县城
通高速，乡村通马路，虽然山路陡峭，马
路也不宽，但比起泥泞的道路好走多了。

刚到册亨，徐浩就被一个接一个的
重症晚期患者所震惊。送到医院来的，
相当部分患者都已病入膏肓。经问诊
得知，多年来当地群众有小病拖着不看
的习惯，小病小痛不会想到找医生，民
间还有不少土方子：吃碗辣椒面、喝杯
烈酒、蒙头大睡……因延误治疗而拖成

重病的实在太多。到册亨不久，徐浩就
参加了医疗志愿服务队，休息天进村入
户给群众体检义诊，宣讲健康知识。当
时他碰到一家5口，其中3人都是肢体
残障人士，这么多年，他们不知道病
因。经体检发现，他们中两人属先天
性，另一个竟是因为30年前右脚的脚
踝扭伤，没及时得到正规处理所致，如
今双脚都已扭曲变形，双膝外翻，行走
需要两只手着地帮忙。

那时起徐浩就想，援医帮扶远不只
是提升医生的技术那么简单。

小病拖成重疾令人痛惜

作为急诊医生，徐浩经常接到那些
急性胰腺炎和危险性消化道大出血的
患者，很多都因过度饮酒所致。经问诊
得知，当地人好酒，且喝的多是自酿白
酒，有的一日三餐无酒不欢。

他曾经遇到一名肝癌患者，因消化
道出血来住院。凌晨1点多，护士巡查
病房发现，该患者不见了。医院地处山
区，医护人员担心出意外，连夜寻找，可
没找到。接到报警后民警也帮忙寻找，
最后在患者的家中找到了他。患者竟
称，住院几天滴酒没沾，晚上犯了酒瘾，

医院附近找不到酒喝，就走了30多里
山路回家找酒喝。

类似这样为了一口酒偷跑出医
院的患者，短短几个月，徐浩就碰到
了3个。他开始使用药物，对具有酒
精戒断性综合征的患者进行干预，帮
助他们成功戒酒，然后利用各种机会
普及过度饮酒的危害以及酒精中毒
后的急救。他希望改变当地群众过
度饮酒的生活方式，在那本生活急救
小常识的册子中，“酒”也成了重点内
容之一。

住院患者偷跑回家解酒瘾

增强群众健康意识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