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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6岁的张阿姨患高血压
多年，是谢汉明的老熟人了。

原先，“一条龙唠叨”是张阿姨
对谢汉明最深的印象。比如张阿
姨降压药吃得不对，谢汉明不仅告
诉她要换什么药，还给她解释两种
药物的机理分别是什么？然后药
怎么吃？血压怎么测？什么时间
测？都交代得明明白白。直到有
一回，张阿姨对谢医生从“爱了”彻
底变成“服了”。

大约三四年前的一天，张阿
姨突然感到天旋地转，晕得难以
独立行走，之后几天都不见好

转。于是身边有人建议她去“喊
魂”。多年高血压的经验告诉她，
这不是血压捣的鬼，当然更不是

“鬼”捣的鬼。
实在扛不过去，张阿姨觉得还

是找谢医生试试吧，于是硬着头皮
让别人搀着来到了卫生服务站。
结果，谢医生一通检查后，说了一
句话，就让张阿姨懵了。

谢汉明说：“你这得去五官
科。”

张阿姨告诉记者，谢医生说的
毛病，自己听都没听过，但凭着自
己的“常识”，当时就在心里嘀咕：

“头晕怎么会去五官科呢，要去也
是去神经科啊！村里医生不懂！”
但由于当时别无选择，张阿姨还是
将信将疑地照做了。

“后来大概就20分钟，五官科
医生让我转转眼睛、转转头，就突
然不晕了！我当时就说，我们这个
谢医生真是太厉害了！”

原来，经谢医生诊断，张阿姨
没听过的毛病是“耳石症”，经五官
科医生一顿操作，掉落的耳石复
位，就好了。张阿姨说，从那以后，
自己总是跟人说：“我们农村药是
不全，但医生是真好！”

颈部大肿块
压迫气管寝食难安
医生战胜风险
让病人顺畅呼吸

呼吸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动作，对
于余姚的章先生而言却十分费力。
原因就在于他脖子上，压着一个直径
10厘米的“石头”。

3年前，当时57岁的章先生就因
为脖子上的纤维瘤在当地医院开过
刀。然而这半年来，脖子上又长出了
肿块，而且像疯狂的石头，长到了直
径10厘米左右。由于肿瘤太大，和周
围组织黏在一起，且邻近颈总动脉、
迷走神经等重要血管神经，手术难度
大，风险高，一直就医无果。

两个月前，章先生感觉脖子沉甸
甸的，还卡住了呼吸，稍微活动一下
就气急。原来，越长越大的肿瘤压迫
了气管，不能顺畅呼吸。更糟糕的是
一躺下就透不过气来，整夜都要半坐
着睡觉。正着急的他听说同村人也
因为脖子长了巨大肿块，在宁波市医
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开刀，7月份的一
天，章先生也来到该院耳鼻喉科裘世
杰主任医师门诊。

经裘医生检查，章先生的气管由
于肿块挤压已经偏右，而且肿块固
定，很有可能是纤维母细胞瘤。在交
流之中，他感受到章先生最迫切的愿
望是能顺畅地吸一口气。“我们可以
把肿块切除，就相当于把压在气管上
的石头拿掉，恢复呼吸。”裘医生说。
章先生一家听后欣喜若狂。

但该手术对医生而言却蛮具挑
战。章先生的肿瘤直径超过10厘米，
已经长到了颈部以及胸部，涉及多根
大血管、重要神经、气管、食管、肺尖，
手术风险大、难度高。为了更精准地
治疗，章先生的手术方案进行了多学
科讨论。裘医生和心胸外科汪朝阳
主任医师联手，通过颈胸联合径路最
大程度地切除肿块，同时保护颈胸部
大血管及重要神经。

术中医生们发现，颈内静脉、迷
走神经等重要血管和神经已经被肿
块缠绕。经过医生极为细致的剥离，
章先生头颈上的“大石头”被拿掉了，
而神经和血管则被完整保留。

章先生的手术很成功，他终于可
以舒舒服服地躺平睡上一觉，也可以
顺畅地呼吸了。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徐晨燕 文/摄

“我们农村药是不全，但医生是真好”
社区医生谢汉明：只要老百姓喜欢，我就会一直做下去

裘世杰医生等正在为病人进行
手术。

谢汉明是鄞州人民医
院医共体瞻岐分院下属西
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名
社区医生。除了来站里看
病的病人，采访还好几次被
热情敲窗的村民打断。

“谢医生，你在啊！”
“没事没事，不配药不

配药，我就是跟你打个招
呼！”

“明天我来找你帮个忙
哦！”

谢汉明总是笑嘻嘻地
答应“对，对，对”“好的，好
的，好的”。

谢汉明医生谢汉明医生 记者记者 徐露清徐露清 摄摄

中医，是谢汉明已经痴迷多年
的一个爱好，虽然不是科班生，但
常年处于自行“充电”模式。

2017年开始，西城社区卫生
服务站有了三伏贴的服务，但那一
年只贴了7个人，而今年则贴了约
100人。村里知道三伏贴、喜欢三
伏贴、念叨三伏贴效果好的人越来
越多，这和谢汉明几年来的积极推
荐和做出来的“招牌”分不开。

章大爷今年69岁了，患有慢
性支气管炎多年，还有皮肤瘙痒
症，痒起来东一下西一下，甚是磨
人。服务站开始有三伏贴的第一

年，章大爷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预
约了，最初只想提高一下免疫力，
改善一下常常感冒的状况。结果
贴了两回以后，谢汉明回访时，章
大爷欣喜不已地告诉他，自己的皮
肤瘙痒再没发作过！这也给了谢
汉明莫大的鼓舞。

就在一周多前，还有一位72
岁的张大爷跑到站里。“哎呀谢医
生，去年我在你这里贴了三伏贴，
效果特别好，感冒少多了！但今年
我家里太忙，把时间给忘了，现在
还能贴吗？”

当时已接近末伏尾声，已经过

了贴三伏贴的最佳时机，但看着大
爷懊恼的样子，谢汉明就建议，今
年先贴两回，明年一定记得按时
来。“也要让病人有个心理安慰。”

谢汉明说，在近年的回访中，
病人普遍表示三伏贴效果明显，所
以平时门诊中如果碰到一些适合
三伏贴的病人，虽然他们原本是来
看西医的，自己也会积极推荐一下
三伏贴。

“只要老百姓喜欢，我就会一
直做下去，让大家在家门口的社区
里就能贴到三伏贴。”

记者 徐露清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贴到三伏贴

从乡村医生到社区医生，谢
汉明已经在基层走了34年，病人
多，“老熟人”更多，“相爱相杀”是
常态。

20多年前，谢汉明还在当时
的大嵩卫生院工作时，就认识了卫
生院对门理发店的剃头匠阿国（化
名）。那会儿，阿国才50岁出头。
谢汉明有时去对门剃个头，阿国有
时来卫生院里聊个天、量个血压，
一来二去就熟了。

可几年前，阿国突发脑梗，虽

然命保住了，却落下了腿脚不便的
后遗症。但他嗜酒如命的毛病，丝
毫没变。

“他现在胃也不好，但还是一
天两顿酒，一杯酒一把胃药。”谢
汉明说：“他每来配一次药，我就
劝一次，但老头特别拧！”虽然对
阿国的“不争气”“恨得牙痒痒”，
谢汉明对“老熟人”们的照顾还是
藏不住。

火炉一样的天气，阿国跛着脚
走来配药，拿好药到付钱时，一掏

口袋还差20元。阿国正烦躁地准
备回去拿钱，谢汉明摸出一张纸币
放到桌上：“别去了别去了，我给你
垫上。”

“都是小钱，也不是天天有的
事，这种忙能帮就帮一下，不要让
他大热天来回跑了。况且他肯定
会来还的。但该劝的，我也还得继
续劝。”谢汉明说。

“谢医生这人实惠”——这是
谢汉明常听到的村民对自己的
评价。

“谢医生这人实惠”

头晕不去神经科去五官科？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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