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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发生在 8 月 18 日 16 时 40 分

许，荣乌高速黄骅北警务站的执勤民

警正在站口执勤。忽然，附近传来一

声巨响。

“事故发生地在荣乌高速天津与

河北交界收费站处，一辆由北向南行

驶的灰色轿车为了躲避逆行的黑色轿

车，误把油门当成刹车，急速撞到路边

的石墩上，在石灰粉末中轿车四轮朝

天倒扣在地上……”参与救援的民警

王永海说。

民警赶紧查看现场，一辆北京牌

照的轿车倒扣在高速收费站路边，车

身严重变形，地上一片狼藉，空气中混

杂着汽油味。正在带班执勤的黄骅市

公安局副局长王建勇，根据现场险情

立即下达救援命令。

救援行动迅速展开，由于车门被

挤压得无法打开，民警只能从破损的

车窗实施救助。民警顾不上散落一地

的玻璃碎片，跪在狭小的副驾驶座的

车窗旁，把头钻进昏暗拥挤的车厢

内。被困人员蜷缩在变形的驾驶室

内，稍微一动都会疼痛难忍，参与救援

的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副驾驶座上蜷缩

成一团的男子慢慢顺出头和胳膊，从

车厢内抱出。

民警们钻进车厢继续营救，把头

朝下窝在车厢里不停啼哭的小女孩

儿安全抱出来。经过大家的努力，

在事故发生后的 6 分钟内，民警顺利

将 另 外 三 人 从 车 内 解 救 出 来 。 同

时，民警用灭火器及时喷灭了正在

冒烟的车厢底部。“所幸通过检查，

车内一名两岁和一名四岁的孩子只

是受到了惊吓身体并无大碍，两名

成人不同程度受伤。”民警们抱着孩

子不停地安慰，把伤者移到安全地

带后等候救护车。

救完人，骅东派出所民警贾诚和

巡警王永海又帮伤者查找车上的贵重

物品，把从玻璃碎片中翻找到的背包

和手机，交还到伤者手中。

民警们将伤者扶上随后赶到的救

护车，看着他们安全离开。此时，参与

救援的民警才发现自己已是满身污

渍，交警王世海感觉手掌和膝盖很痛，

原来是在救人过程中被玻璃碎片划出

了多道伤口，鲜血直流。他简单包扎

后，又和战友们投入执勤中。

事后记者了解到，车上是一家三

口带着朋友及孩子从北京前往江苏

老家探亲，事发时司机可能是由于车

速过快，才会在遇到紧急情况时错把

油门当成了刹车，导致车辆失控，撞

到收费站的石墩上。目前，伤者已全

部脱离危险。

高速上躲避逆行车
司机误踩油门撞上石墩司机误踩油门撞上石墩
黄骅民警紧急施救，倒扣轿车内连救五人

救援现场。通讯员邓春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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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

成 立 前 ，内 丘

县的张金海因

为谋生来到沙

河 市 沙 河 城 ，

学习中医并参

与创建了沙河

城 益 合 公（即

沙河城镇卫生

院前身），在沙

河城一带行医

60 多 年 ，救 死

扶 伤 ，赢 得 了

村 民 的 尊 敬 。

他的儿子张勇

子 承 父 业 ，继

续在沙河城行

医 ，退 休 后 放

弃 高 薪 邀 请 ，

返聘回沙河城

卫 生 院 ，现 在

张勇的儿子张

玉明又接过救

死扶伤的接力

棒 ，张 家 祖 孙

三 代 ，践 行 着

悬壶济世的传

统。

在沙河城说起益合公，说到张金海，很多

上年纪的人都还有印象。“医德、医术都很好，

我们看病都找他。”在沙河城不少老人还记着

这位已离世的中医大夫。益合公是沙河城镇

卫生院的前身，位于沙河城南街路东，1929年

弓尽臣开办中医诊所“益合堂”，1934 年更名

“益合公”，当时的张金海是益合公的顶梁柱。

据张勇讲述，张金海 1915 年出生在内丘

县梁元店村，因为家境贫寒，16岁来到沙河城

益合堂成了一名伙计。“益合堂非常有名，和

北京的同仁堂都有联系。刚开始时，我的父

亲当伙计，学中医。”张勇说。

“那时候不但注重医术，更注重学徒的医

德。”张勇说，当时学医的有三个人，一天掌柜

无意间把两个铜钱掉在地上，张金海和另外

一个伙计把捡到的钱上交了，第三个人自己

留下了，两天后第三个人被开除，剩下两个人

则学到了医术。

十年以后，张金海独自坐堂，凭借出色的

医术在当地创出了名气。1963年沙河老城经

历了一次洪灾，洪灾过后，弓尽臣、张金海、靳

炳南三人以个人名义各筹资600元，重新修建

了卫生院。“那时候真苦，家里还有老人，一两

个月回一次家，40多公里的路，要走一夜。干

一天活再回卫生院。”张勇说，1979 年父亲退

休后，又被返聘回了卫生院。

张勇现在已退休，被沙河城卫生院返聘

后继续工作。他出生在沙河城，从小就受父

亲的耳濡目染，和张金海一样，16岁高中毕业

后就跟父亲到了沙河城卫生院学习中医，同

样从学徒做起。“实际上学中医是非常枯燥

的，背《汤头歌》，熟记人体的各个穴位，熟知

500多种常用中草药的药性，基本上都是晚上

1点睡觉。”张勇说，实在太困了就用筷子绑上

棉签，沾点儿凉水抹在眼睛上。

后来抓药，只要随手一抓，分量就丝毫不

差，在学徒期间，他跟着父亲去一户村民家中

给病人针灸，张金海扎上针以后，张勇负责起

针，半个月后，病人康复了送给他一只熏鸡表示

感谢。“上世纪70年代，能有只熏鸡是非常了不

得的，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后来我父亲知道

了，硬逼着我把熏鸡给退了回去。”张勇说，在跟

父亲学医期间，走遍了沙河城周围十多个村子。

23岁那年，他开始坐诊，虽然村里有其他

的赤脚医生，但是村民还是喜欢找他。1998

年，张勇参加河北省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成为

全国第一批中医师。张勇说，从坐诊以后，晚

上几乎就没休息好过，虽是坐诊，但还要经常

出诊，尤其晚上哪怕睡得再香，只要有病人敲

门，背起药箱就出门了。

从学医开始，张勇接触最多的就是病人，让病人

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也是他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传

统。“能花大钱的花少钱，能不花钱的就不花钱。”这是

张勇秉承的行医理念。“张医生你看孩子身上起了很

多的红疙瘩，还痒。”在记者采访期间，一位患者带着

孩子过来看病。

张勇托着孩子的胳膊仔细看了一眼说：“没事，回

去用臭蒿的嫩尖，擦两遍就没事了。”“就这么简单？”

孩子的母亲有点不相信。张勇说其实病情不重，用点

土办法就能治好。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在他行医的过

程中发生。

张勇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瓶，里面是他配制的药

粉，专门治疗耳病的。“一些症状较轻的，拿管吹进去

一两次就好了，成本就几块钱，也没必要再收病人的

钱。”张勇说，块儿八毛的事，能免就免了。中医更多

的是讲究传承，张勇在长期的行医过程中一边给人治

病，一边收集各种民间药方，他常看的一个厚厚的笔

记本是父亲留下来的，其中有张金海总结的治病良

方，也有张勇改进的偏方。

两年前，张勇从沙河城卫生院院长的位置上退

休，石家庄、邯郸多家医院要高薪把他聘走，但是张勇

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对这里的感情太深了，舍不

得走。”张勇调侃，自己是个穷院长，但沙河城卫生院

却在当地是就医条件最好的卫生院，从最初的几间土

坯房，简单的设备，到现在盖起了楼房。

“我们一家三代的行医史可以说就是沙河城卫生

院的发展史，到现在有内、外、妇、中医科，还有B超、

血细胞分析仪、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张勇说，如今自

己的儿子也在卫生院上了班。

“医德就是亲民、爱民，面对各种患者要尊重、理

解，不希望小病大治，从而加重患者的负担。”张勇说，

每一个患者的家都是工作的场所，从出诊到现在的坐

诊，随着医疗条件的不断进步，医生的素质也需要不

断提升。

“‘术’不仅是治疗水平，还包含医德，对患者的关

心、爱心，是医理、药理、病理三者的有机统一和结

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社会学者胡顺安教授认为，

张家三代人的经历体现的是父子的传承，是对医术精

益求精的追求精神以及对医德的维护。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邓春霞 记者代晴）“还有吗？还有吗？”“赶快把孩子抱走！”“把手伸给我！”“机器冒烟了，赶紧

拿灭火器。”“车里还有人吗？”伴随着孩子声嘶力竭的哭声，救援人员急切的声音回荡在荣乌高速天津收费站的上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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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为病人抓药的张勇正在为病人抓药的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