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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记者来到保定市第

一医院门诊部二楼，未走进诊室，先

听到靳传义的朗朗笑声，他正在为

一位患者分析讲解病情。等患者走

后，记者抓紧时间对他进行采访，不

到一小时的采访中断了四五次。有

意思的是，找靳传义看病的患者，总

是先唠几句家常，才开始说自己的

病情。

一旁坐着的保定市民宋先生因

为爱人患病住院结识了靳传义，从

此成了朋友。“靳院长和他的这些患

者都是朋友，我来这可不是看病，就

是串个门看看他，聊两句就回家

了。”宋先生说，靳院长平易近人，处

处为患者着想，我们特别信任他。

靳传义一直在外科工作，接触

的危重病人很多，救人无数，他带的

科室从来没有医患纠纷。“病人来医

院是为了解除痛苦，咱们就是为人

家服务的，不能给人家增加痛苦。”

老院长说。

为加强农村交

通安全宣传工作，

沙河交警大队创新

宣传形式，充分利

用农村“大喇叭”这

一宣传平台，针对

农村存在农用车违

法载人等突出交通

安全问题，以雨季

交通安全常识、典

型交通事故案例为

重点，进行点对点、

面对面的宣传，进

一步提高农村群众

的交通安全意识。

本报驻邢台记者
张会武 通讯员
杨凯星 摄影报道

本报承德电（通讯员李强

记者陈宝云）8 月 12 日，周六，17

时10分，承德塞罕坝界河风景区

检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两名

面色焦急的妇女领着一名大约五

六岁的小女孩，急匆匆地向路边

的一名执勤交警走来。这名执勤

民警叫施海龙，滦平县大队的中

队长。

“警察同志，您好，请问附近

哪里有诊所？”其中一名 30 多岁

的妇女上前询问。

“景区附近没有，怎么了？”施

海龙回答。

“我女儿嗓子发炎了，说不出

话来，现在又开始发烧了！”这名

妇女焦急地述说着’缘由。另一

名妇女也在边上补充：“我们是从

北京来旅游的，就住在这附近的

宾馆。我们是坐大巴车来的，其

他人都到那边玩去了。因为孩子

不舒服，我们留下来陪孩子，刚才

孩子又开始发烧了，我们在这里

人生地不熟的，又是几个女同志，

不敢找陌生人帮忙。您说附近没

有诊所，又没有出租车，警察同

志，您给帮帮忙吧！”

施海龙看着小女孩一副无精

打采眼含泪花的难受样子就说：

“那我领你们到景区管理部门看

看有没有药吧，附近别说诊所，连

个药店都没有。”到了景区管理处

一问，工作人员有自备药物，但是

都不太对症。几个人无奈又返回

停车场附近。

这时，滦平县交警大队教导

员王柏成走过来，了解了情况后，

王柏成决定让施海龙带上一名坝

上中队熟悉地形的协警张凯，赶

到8.5公里外的机械林场，赶紧让

小女孩就诊。

40分钟后，给女孩看完病，开

完药后，施海龙从车后备厢拿出

三瓶矿泉水送给她们：“赶紧给孩

子把药吃了，拖时间越长越严重，

你俩也别着急了，喝点水，着急上

火容易口渴！”开车又把她们送回

到界河附近住的宾馆。女孩的母

亲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邓春

霞 记者代晴）深夜，一辆由江苏

开往北京的海鲜货车上，一名司

机疑似食物中毒生命垂危。紧急

情况下，黄骅市荣乌高速安检站

执勤民警紧急救助，及时拨打120

急救电话，使病人脱离危险。

8 月 2 日 23 时 30 分，黄骅市

公安局民警正在荣乌高速安检站

执勤时，一名司机突然摇下车窗

喊道：“救命啊，车上有人快不行

了。”民警赶紧询问情况，“这附近

哪有医院，他好像中毒了，我们是

外地的。”车上司机急得语无伦

次。旁边副驾驶座上，一名30来

岁的男子脸色苍白，表情痛苦，手

捂着肚子已经神志不清。

执勤民警立即拨打120急救

电话，并按照医生的嘱咐，将车上

病人转移到值班室平躺下来。为

减轻病人痛苦，民警还对他进行

了热敷治疗。在民警积极的护理

下，病人逐渐恢复了意识。伴随

着 120 的鸣笛声，病人被安全转

往医院进行救治。

经了解，这名男子和另一名

司机当天拉着一车海鲜从江苏连

云港前往北京，由于赶时间顾不

上吃饭，男子在车上吃了几根烤

肠。随后，他逐渐感觉身体不适

还出现呕吐等症状。坚持到荣乌

高速安检站，男子终于支撑不住

了。“看到安检站口执勤的民警

时，我想我的同伴终于得救了。”

同行司机感激地说。

医生初步诊断该男子疑似食

物中毒，幸好就诊及时，已无生命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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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连成 文/图

8月7日，将老院长的笔记照片制作成微刊发布后，殷春英收获了翻

倍的阅读量。随后，她兴奋地在朋友圈炫耀“点击量突破新高！”

偶然的机会，保定市第一医院的殷春英看到了老院长的医学笔记，

工整清晰的笔记让她眼前一亮，老一辈治医治学的认真态度跃然纸上，

不断学习的劲头，让她既感动又崇敬。

笔记的主人公名叫靳传义，今年整80岁，曾任该院副院长。自1964

年从医那天起，他就通过记笔记的方式不断学习、积累知识，如今已经记

了3大本。老院长现在仍坚持每天上午出诊，看到新知识仍会随时记笔

记，就为了多看一个病人，免除他们的病痛。他说，要将自己的经验和技

术都献给患者和医院。

8月10日上午，在记者采访靳传义时发现，他的患者都是老熟人，有

的就是专程到科室来“串门”看望他。“我们都是靳院长的老朋友，他对患

者忒好，我们都信任他。”68岁的宋先生说。

满头银发，梳理的有版有型，声

音洪亮，笑声朗朗。如果不是亲口

说出，很难将眼前这位老人与80岁

的年纪画上等号。

靳传义自1964年从天津医科大

学毕业后就分配到了保定，退休后

一天没休息，又被返聘，到现在已经

从医53年。

弯身拉开左手边的抽屉，随手

拎出两本黑皮厚本笔记。“我自毕业

从医那天起就开始记笔记，一直记

到现在，有3大本了。”靳传义说。

他给这些笔记起名为“医学拾

零”，写在每本的第一页上。笔记虽

有“53岁”，但每本都保存完好。而

且每本笔记都自制目录，标题和页

码对应，靳院长用直尺比着用一道

道画成笔直的红线连接起来。每一

页上的字迹都清晰工整，每一页都

有红色笔记的旁注。

靳传义说，有用的东西，不管书

上的还是报纸上的，有理有据的都

记下来，这样才能够不断学习。从

杂志或报纸上看到类似题目，如果

原来笔记上没有，就用红笔补充上，

这样知识才能不断增加。关键时看

病能用得上。

殷春英将老院长的笔记照片

发到网上后，许多医疗系统同行用

手机互相传看笔记照片。大家都

被老院长严谨认真和不断学习的

精神所触动，不管时代如何变化，

这种“工匠”精神永远都值得敬佩

和学习。

尽管已有80岁高龄，但老院长

仍每天坚持上午出诊半天，从不需

额外照顾，都是自己上下班。

他的日常生活平淡朴素。除了

为患者看病，就是每天下午不出诊

时，在家看看电视，天气好时，偶尔

到附近的滨河公园遛弯。“如果要说

爱好，我就愿意给患者看病跟患者

聊天。”靳传义笑着告诉记者。

一位某县民营医院的院长曾三

次当面向他表明高薪聘请的诚意，

都被靳传义婉拒，第三次时对方无

奈地说，这都三顾茅庐了，诸葛亮都

该请动了，您就不能答应？“来八回，

每月给2万工资我也不去。像这样

的事挺多。”靳传义说，之所以不愿

意到其他医院“挣大钱”，是因为他

对保定市第一医院有感情，在精力

允许的情况下，要把这些经验和技

术都传给这里的年轻人。“虽然我现

在工资不算多，但挺满足，都这把年

纪了，要那么多钱干吗？”

不断学习 老院长记了53年笔记

多次拒绝高薪外聘 现在仍坚持每天出诊

平易近人赢信任 医患处成老朋友

外地司机腹痛难忍疑似食物中毒
黄骅安检站民警紧急救助送医院

小女孩因咽炎发高烧
承德交警伸援手

““大喇叭大喇叭””宣传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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