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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北大巴山区，酷暑难耐。原成都军区总医院心
血管外科先心病筛查小分队一行 5 人，背着沉重的医
疗器械，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着。这已经是他
们 7 年中第 53 次巡诊了，为拯救更多被先天性心脏
病吞噬的生命，他们一直在路上。

勇担责任

8 年前，当 12 岁藏族男孩根呷的父母凑够医药
费，带着身材瘦弱、呼吸急促的儿子来到医院求救
时，却被告知：“孩子已错过先心病手术时机。”儿子
还活着，却被医学宣判了“死刑”。家属们的恸哭犹
如一记重锤，深深地敲在了医务人员心上。

一组数据更让他们揪心：先心病在国内发病率高
达 8%，我国目前有 200 多万先心病患儿；在西部地
区，海拔每增加 1000米，发病率就增加 1%；先心病
患儿若得不到及时治疗，约 50%会在 3岁以内死亡。

面对先心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的现实，原成都军
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医务人员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和
深深的忧思。随即，他们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以张
近宝为核心的先心病治疗团队，并购置先进的专业医
疗设备,将心血管外科的专业重点转向婴幼儿复杂先
心病救治。不久，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当
月仅收治 3 名先心病患儿。一边是贫困地区大量先心
病患儿得不到救治；一边是科室坐拥先进设备、优秀
团队却没有病源。他们知道，当务之急是建起筛查、
治疗、救助无缝衔接通道。

“没有患儿就走出去找,手术缺钱就想办法筹。”他
们一边组成巡诊小分队，深入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等
开展先心病筛查；一边与 6 家基金会合作，采取“基金
助、医院免、科室帮、社会捐”的模式。“现在，为一名先
心病患儿手术，个人最多承担 20%的费用。对于特别
贫困的家庭，我们还联合多家基金会共同救助，基本实
现了患儿家庭‘零支付’。”医院领导说。

7 年来，他们利用节假日先后行程 20 余万公
里，为藏、彝、羌等 28 个民族群众进行先心病筛
查 ， 并 为 1500 名 患 儿 实 施 了 手 术 ， 成 功 率 达
99.5%，累计减免医疗费 5000多万元。

苏州男孩星星刚出生就被诊断为复杂紫绀型先心
病，术后病情多次复发，父母 3 次将其遗弃又抱回。
家人了解到原成都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的事迹后，
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辗转千里前来求医。张近宝检查发
现，孩子心脏主动脉和肺动脉长错位置,这是一种严
重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战斗
悄然打响，半个月后，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面
色红润的星星出院了。

攻坚克难

为掌握心脏缝合技术，细若发丝的小鼠血管成了
他们的试验田，嫩若豆腐的葡萄成了他们“磨刀”的
主阵地。由于长年累月练习缝合打结，医生们的手指
中部长出了厚厚“茧结”，以致一名年轻医生在相亲
时，被误认为是一名建筑工人。

3 公斤重的婴儿血容量不足 300ml，而过去使用
的婴儿管道及设备需要 400ml 液体量才能满足循环
要求，管道容量装不满，怎么办？张近宝带着体外循
环组的医生辗转国内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反复比对不
同材质型号管道在婴幼儿手术中的最佳组合，最终将
循环液体标准控制在 300毫升以内。

“只要有利于先心病诊断救治，我们就要去试；
只要有利于提高手术成功几率，我们就要去拼；只要
有利于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我们就要去闯。”张近宝
说，生命之托不可辜负。

2010年，心外科医生们看到国外心脏杂交手术成
功实施的案例后，当即萌生了搭建“杂交手术室”的念
头，把内科介入方法引入外科手术，创建医学上的“南
水北调”。

2015年 3月，心脏病患者李某经全面诊断后，按
照常规方法，需进行两次手术，但病人很可能熬不到第
二次手术。无影灯下，介入组先从患者股动脉切入，进
行主动脉夹层腔内修复；手术组启动体外循环系统，
实施中低温下主动脉瓣置换，经过 5 个小时合作，患
者转危为安。

刚攻克了杂交手术技术难关，缩短病人术后复苏
时间的难题又进入他们视野。心脏手术大多采用 4℃
的冷血停跳液，能够帮助心脏较好地进入停跳状态。
但心脏复跳往往要等待数分钟，很可能造成身体机能
损伤。经过近千次实验、上万组研究数据对比，他们
终于成功研制出与患者体温相近，能够实施精准灌注
的“温血停跳液”，实现了患儿术后心脏即刻复苏。

不受尘埃半点侵，全心全意为人民。原成都军区
总医院心血管外科团队不但医术高超，还在治疗中千
方百计为贫困病患减少开支。多年来，他们坚持把

“做适度检查、开透明处方、动阳光手术”作为医生
基本底线，不让患者多花钱。

鏖战先心病
本报记者 姜天骄 通讯员 李小平

7 月 24 日，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
环峰镇运粮河三龙村段，肆虐的洪水已
经退去，10 多公里堤防围护的近万亩良
田郁郁葱葱。

“我答应不能再让大伙儿受灾了。”
三龙村原党总支书记尹建平不顾自己身
患脑梗、腿脚不便，查泵站、巡堤坝、
调物资，奋战在大堤 5 天 5 夜，用生命
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6 月 30 日，三龙村大雨如注，下了
一整夜。7 月 1 日凌晨 4 时，尹建平起了
床，拿着手电筒冲进滂沱大雨中。

三龙村建有小葛圩、小荒圩、裴保
圩，三圩连接成三龙圩。因堤身单薄，
雨水稍多就会破圩，百姓经常颗粒无
收。这件事成了尹建平心中最大的牵
挂，几年来，他投入大量精力加固圩
堤、兴修水利。去年，他又四处筹来 26
万元修成一条宽敞的防汛道路。道路建
成那天，尹建平对村干部说：“路修好
了，我们绝不能再让大伙儿受灾。”

7 月 1 日清晨 5 时，尹建平发现小荒
圩段发生险情，连夜调运防汛物资和壮
劳力上堤坝抢险。从那时起，200 多位
村民日夜驻守大堤，70 多名党员冲锋在
前，每一个关键险段都有人驻守。尹建
平忙着调运防汛物资，跟村民一起上埂
巡堤、围堤设障，并及时借来挖土机和

水泵，处理了多处险情。
7 月 1 日上午 10 时，三龙圩洪水漫

堤，淹没了 10 多户人家，尹建平带人紧
急转移受灾乡亲。

上午 11 时，暴雨仍不见小。为防
止险情范围扩大，尹建平火速联系镇上
调来两台挖土机，从农田里挖出泥土加
高圩堤，同时清淤清杂，及时处理多处
险情。

连续 5 天，尹建平就这样来回奔波
在险情最严重的地方。腿脚不便，他就
找来一截白色塑料管作为“拐棍”，一
瘸一拐地走在抢险队伍最前头。

“尹书记的衣服、鞋子都被泥水浸
透了，他来不及换干净的；脚磨破了，
被洪水泡烂了，他顾不上去包扎。”村
主任裴善权说。

偌大的三龙圩经过暴雨的袭击，曾
经的绿色农田已变成白茫茫的一片。看
着 5000多亩农作物被水淹了几天，可能
面临绝收，尹建平心急如焚。“我们自己
建排水站！”他当机立断。

7 月 5 日凌晨，尹建平向县镇主管部
门求助，要求增加排水机器，并派人购
置机器零部件。时间紧、任务重，来不
及找专人安装，他就找来村里的电工现
学现装⋯⋯在他的安排下，一个临时排
水站在几小时内建了起来。看着水从圩
田里抽出，三龙村的乡亲们高兴坏了：

“尹书记真靠谱，农田保住了！”
然而，此时的尹建平已经脸色苍

白，头上已分不清是汗珠还是雨水。“那
天暴雨持续在下，尹书记趴我耳朵边上

讲，我怕是撑不住了。”想起当时的情
景，裴吉祥不停流泪，“他还说，水这么
大，我不能回家，我答应过不能再让大
伙儿受灾了”。

7 月 5 日晚，在尹建平带领的抢险队
伍的全力死守下，三龙圩的险情暂时得
到缓解。在同事们的再三劝说下，奋战
了 5个昼夜的尹建平总算回了家。

没承想，他这一躺下，就再也没有
醒过来。当天晚上，尹建平因劳累过度
诱发急性脑溢血，于 7 月 11 日 21 时 40
分宣布不治。

五天五夜，尹建平用 54 岁的生命践
行了自己的诺言。

7 月 14 日，含山县举行尹建平遗体
告别仪式，近千名干部群众自发赶来送
上花篮，表达他们对老书记的无限敬仰
和深切怀念。

村民尹本华哭着说：“他尽为老百姓
着想，修路，挖塘，干的都是好事。”

曾经的穷乡僻壤，而今蒸蒸日上。
村民说，这多亏了村党总支书记尹建平。

2008 年，尹建平带着村两委班子跑
遍了三龙的 24 个自然村，挨家挨户动员
群众集资修路，还跑到镇里积极申请国

家村村通工程专项资金。当这条长约 6.8
公里、总投资 120 万元的水泥路竣工
时，4000 多位村民无不拍手称赞。此
后，他又带领村民陆续修了长约 8 公里
的水泥路和多条砂石路，连通了所有自
然村的进村道路。

尹建平一直记得：刚上任时，“师
傅”王传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在三
龙，村民们种田全靠当家塘，要把水利
修好。2009 年，他跑到镇里申请资金，
带领群众开挖了尹黄和两洼两口大塘。

2011 年，他又争取了 3000 多万元
资金，将村里的田地改造成标准化农
田，整治了几百亩塘坝、荒滩和沟渠，
不仅新增千余亩耕地，还让“田成方、
路成网、渠成形、涝能排、旱能抗”的
愿望成为现实。2013 年，他争取到 200
万元资金，彻底整治了厂湾到宽刘段
800米长的圩堤⋯⋯

短短几年，尹建平把一个全镇最偏
远的贫穷村、一个三县交界的山区村、
一个三村合并的难点村，变成了全镇经
济收入领先的富裕村。

运粮河缓缓流淌，三龙村静谧安
详。九泉之下，尹建平可以安息了。

安徽省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原党总支安徽省含山县环峰镇三龙村原党总支书记尹建平书记尹建平：：

用 生 命 践 行 诺 言用 生 命 践 行 诺 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白海星白海星 文文 晶晶

7 月 18 日清晨 5 点 20 分，天刚蒙蒙
亮，身穿制服的薛峰就准时来到了青岛交
运集团温馨巴士 601路队的调度室。

601 路 有 30 辆 车 ，途 经 30 多 个 站
点。作为主站调度，薛峰的任务是保证发
车有序，并根据客流量调整发车间隔。他
习惯早早地来到调度室检查设备，制订一
天的工作计划。

而此时，环卫工人张起学和他的同事
们早已开始了一天的打扫工作。

“6 点半了，大爷大妈是不是该到了
啊？”薛峰一边盯着屏幕上的公交车运行
轨迹，一边小声地跟同事聊天。

正说着，门开了。身穿红色保洁服的
张起学走了进来，跟大家熟络地打着招
呼，坐到了调度室角落的一张大桌子旁。
不一会，又陆续来了 3名环卫工人。

“大爷，来啦！”薛峰和同事数了人数，
赶紧去马路对面的早点铺子买回了豆浆、
油条、小笼包和鸡蛋。

快 4 年了，这些环卫工人总能在这间
不大的调度室里喝上热水，吃上热饭。

把环卫工人请进屋

“我干了十几年环卫工人，每天三四
点钟就要起床，青岛一多半的大街小巷我
都打扫过。”捧着热乎乎的早点，张起学顾
不上吃，只想表达对薛峰及其同事的感
激，“只有他们愿意让我们进来吹吹空调，
接个热水，还给我们准备早点”。

被感动的不只是张起学。现在在青
岛，环卫工人只要走进带有爱心驿站标志
的公交场站，都会受到热情欢迎。

爱心驿站的发起人就是今年刚刚 26
岁的薛峰。2012 年冬天，他将一杯热开
水递给拿着扫帚的环卫工人，被一位路过
的市民拍照发在了微博上。这张照片被
网友转发，照片里的薛峰也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制服哥”。

谈起那次“网红”事件，薛峰只记得那
天正好下着大雪,多穿了一件毛衣还冷得
打寒战。早上快 6 点了，天还是黑的，马
路上的行人很少，只有一位环卫工大姐在
扫马路。“我看到她的杯子空了,就去给她
倒了一杯热水，又邀请她进调度室歇一
歇。”薛峰回忆说，进屋后，这位姓范的环
卫工大姐坐了一会儿就要走。

薛峰送她出门后，却发现她从垃圾车
的把手上摘下饭盒准备吃早饭。“垃圾车
上都是工具，我起初没看见，等大姐拿饭
盒我才看到，里面装的估计是前一晚上的
剩饭剩菜，都有点冻上了。”薛峰说。

看到范大姐这么吃冷饭，薛峰赶紧把
她请回调度室，用单位配备的微波炉替她
加热饭菜，还叮嘱范大姐以后多到调度室
歇歇，至少可以热饭、加热水。

环卫工人每天早上三四点就要起床，
在整座城市苏醒之前打扫完卫生。他们

不是只打扫这一次就下班，每隔两三个小
时，还要再到片区巡查，打扫行人丢弃的
垃圾。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大部分环卫
工人无处可去。

春秋季节还好说，酷夏、寒冬就难
熬了。沿街的商铺、单位有不少，但是
他们很少进去避暑、避寒。天气热了，
就在树荫底下躲一躲；天气寒冷，就只
能多加衣服，有时候突然下起雪来，他
们就在公交站牌下暂时避一避，不愿意
给别人添麻烦。

“范大姐的孩子跟我差不多大，我看
见他们就想到我的父母。”薛峰说，“他们
一大早工作挺不容易的，遇到天气不好，
咱们都不想出门，他们还要干那么累的活
儿，吃饭也是在路边吹着寒风吃，给他们
倒杯热水，暖暖身子，对咱们不过是举手
之劳，却能让他们舒心一些”。

对自己的偶然出名，薛峰很不好意
思。“谁遇到了都会这样做的。”他说。

爱心驿站播撒温情

聊了一会天，环卫工人们又该出门去
打扫了，薛峰也继续工作。

今天薛峰值白班，要从清晨 5 点 20
工作到下午 2 点。这两天，青岛的气温都
在 30℃上下，对这个海滨城市来说，空气
中的海水湿气让人感觉像裹了一条湿被
子，闷得透不过气。

中午时分，环卫工人们满身大汗地回
来了。薛峰和同事为他们准备了绿豆汤，
又用微波炉帮他们加热自带的午饭。

薛峰悄悄告诉《经济日报》记者，“刚

开始，连范大姐都不肯进屋，是我硬把她
拉进门的”。薛峰不怕麻烦，一次不行就
多叫几次。时间久了，环卫工人们都认识
了这个热心肠的“90 后”男孩，开始大着
胆子走进调度室，得到了热情招待。

熟络后，工作累了，环卫工人会主动
走进调度室内休息；夏天，就到休息室里
吹吹风扇，和小薛聊聊家常；见环卫工人
每天要把扫帚等工具带回家，薛峰便在调
度室内为他们代存；他还和同事商量，在
调度室里为环卫工人辟出一块地方，准备

了饮水机、报纸等。这里成了环卫工人的
第二个“家”。

“我刚进集团时，师傅张保国就跟我
说，扎实干工作的同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
别人，这是路队的优良传统，要传承下
去。”薛峰很高兴自己把环卫工人请进门
的举动得到了集团的大力支持。

在薛峰的影响和倡议下，交运集团
2013 年初在集团场站普遍设立“爱心驿
站”，为环卫工人配备座椅、暖水壶、微
波炉、电饭锅、电风扇等设施，还从职
工队伍中挑选志愿者，组建了交运“爱
心驿站”志愿服务队。

2013 年 10 月，“爱心驿站”又开始为
在周边上早班的环卫工人免费提供早
餐。有条件的场站由职工食堂提供早餐，
没有条件的按照每餐 8 元的标准由专人
购买。目前，交运集团已建立 48 处“爱心
驿站”，其中 27处提供免费早餐。

这几年来，“爱心驿站”结合环卫工
人需求，通过开展“我们的节日”等常
态化志愿服务活动，为环卫工人购买御
寒防暑物品，提供理发、擦鞋、免费体
检等服务。去年以来，有的“爱心驿
站”还为环卫工人增设了免费午饭、免
费测血压、爱心坐垫等新的服务项目，
使环卫工人感受着温暖，同时也带动了
全社会向环卫工人送温暖。

2014 年 11 月，青岛市文明办、青岛
电视台携手交运集团在市南区天台社区
启动了“爱心驿站·环卫之家”大型公益活
动，30 余家沿街商铺加入，更有市民为同
在餐馆吃饭的环卫工人悄悄结账。

如今，由薛峰发起的“爱心驿站”，
已经遍布岛城的大街小巷，成为环卫工
人们的温暖港湾。今年，“交运爱心驿
站”成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薛峰
也获得了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共同评选的“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称号。

酷夏寒冬，他把环卫工人请进屋
本报记者 佘 颖

环卫工顶着烈日、冒着严寒清扫大

街小巷的身影，每天都出现在我们眼

前。对大多数人来说司空见惯，但薛峰

却成了“有心人”，正因如此，他在大

雪天邀请环卫工人走进调度室的举动才

显得异常感人。我问过薛峰，他第一次邀

请环卫工人进调度室，有没有担心过同

事会嫌他多管闲事，甚至担心把调度室

弄脏？薛峰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反倒是

环卫工们有点儿担心，在他的多次坚持

下，他们才进了屋。

我也问过他，每天坚持给环卫工人

买早点，收拾他们的餐余垃圾，甚至把自

己的调度室隔出休息区，会不会给其他

工作人员的工作、生活带来麻烦？薛峰

说，反正我们也要吃早饭，吃完也要收

拾，顺手的事儿，一点也不麻烦。

在他看来，这些是举手之劳，而对环

卫工人来说，这是极难得的温暖和关爱。

很多人都有做好事的冲动，可往往

缺少勇气和耐心。薛峰的难能可贵之处，

在于他把想法切实地变成了行动，一做

就是几年。

当然，举手之劳行大善，也需要包容

的环境。爱心驿站能做好，离不开薛峰同

事和青岛交运集团的大力支持。

眼下正是酷暑，希望更多人、更多商

铺都能够关爱环卫工人，让他们可以进

门吹吹空调，用微波炉热个饭菜。如此，

我们的小小善举，就能传递满满正能量。

小善举传递正能量
佘 颖

尹建平

（左

）手拄塑料管在

小荒圩沿线

巡查

。

（资料图片

）

▲ 平时，薛峰（左）经常主

动帮环卫工人打扫路面。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 酷暑时，薛峰（左）和同

事给环卫工人送来绿豆汤。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