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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无锡易可中
医医院谭氏筋伤中心
主任、高频电火花发明
人程传国教授嫡传弟
子、国家非遗《古本易
筋经十二势导引法》无
锡地区传承人王杰和
大家说一说“筋与骨”
的那些事。

梁溪区陈先生：一看电脑就头昏，脖子僵，现在还
手麻，走路不稳，已经半年没上班了，医院诊断要我马
上手术，想问问我的情况一定要手术吗？

王杰：长时间低头驼背，使颈部肌肉、肌腱等，也
就是筋处于长期牵扯状态，慢慢筋的弹性就没了，血
液流动慢，造成气血不畅，引发头晕、脖子僵。筋紧
了，骨与骨之间的间隙会变窄，卡压到神经根，出现手
麻、走路不稳的情况。

九成不必手术，颈肩腰腿痛大多是筋出了问题。
谭氏筋伤中心结合手诊，探查筋伤，通过以高频电火
花为主系统治筋，能帮助患者解决问题。

治筋达人教你炼“筋”
在临床治愈后，

可以“炼”易筋经导引
十三式——“收势”、

“出爪亮翅势”，有利
于颈部肌肉前屈后
伸、旋转，防止颈椎病
的复发。详情可微信
搜索“术前最后一站”
视频号学习。

曾有数据显示，每年全
国走失老人约有50万人，平
均每天有1370位老人走失，
失智和缺乏照料是走失的主
因。在北京，就有一支五六
百人的志愿队伍专门搜救这
些老人，四年来已经找回近
300位“失忆”老人。

接到求助后，队员们便
会分工协作，共同制定出专
业的救助思路：及时报警、与
家属沟通、通报老人相貌特
征、排查监控、分头寻找……

但是这个过程，并不容
易，70后的苏敩是一名有着
30年军旅生涯的军人，也是
该公益团队的创始人，他介
绍，他们最长的一次救援行
动持续了 11 天、260 个小
时。

在一个初夏的季节，80
多岁的老刘（化名）像往常一
样出门遛弯，回家时却莫名
走错了路，一直从北二环北
土城附近辗转走到了北二外
学校附近。“老爷子是一位独
居老人，他的两个女儿每天

会给老人来做一回饭，老人
当天走丢时并没有发觉，直
到第二天看见昨天的饭没
动，才意识到老人可能是丢
了，也就是说老人第一天什
么时候走丢的，他们根本不
知道。”苏敩解释，家属在没
有及时报警的情况下，自己
寻找又浪费了一天时间，找
到救援队进行求助时，老人
其实已走丢至少三天了。

“在这个过程中，老人不
是完全在徒步，有的时候会
有好心人扶上公交车，即使
他在别的小区徘徊多天的时
候，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他是
得病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
需要宣传普及的，如果发现
这个人面生、言谈举止不太
对劲，最好多聊两句，没准儿
就能挽救一个家庭。”苏敩
说，其实他就是在无意间救
助了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的老人后，才决定成立北京
首家以寻找“失忆老人”为主
要目标的救援队。

2016 年元旦当天在北

京的东四环，一位穿着单薄、
八九十岁的老人拎着一个塑
料袋，非常焦急地向站在路
边的苏敩问道：“高家园粮店
怎么走？”

“粮店 1993 年就撤销
了，谁还去那？”觉察到不对
劲的苏敩一把拽住了老人并
报了警。由于他患有阿尔茨
海默症的姥姥就出现过记忆
穿越的情况，后证实这位老
人的确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是4天前从西五环卢沟桥走
出来的。

这样的经历让从事多年
民间救援的苏敩意识到，从
事户外救援和灾害救援的力
量有很多，但很少有专门搜
救走失老人的队伍。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老
人走失的情况时有发生，加
上家属又没有那么多的经
验，如果有专业的救援力量
介入，就能大大提高获救的
效率。

巧合的是，就在2016年
过完春节后，苏敩朋友的舅

舅同样因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从石景山走丢了。“大家都
很着急，临时想出各种办
法，家属也很无助，但一群
陌生人聚过来一起帮忙的时
候，至少心里不慌了。”最
终，通过人海战术，经过上
百人数十小时的搜寻，队员
们总算在丰台的永定河边找
到老人。

自此开始，他们也慢慢
总结经验，并借助原有的救

援经验制定了较为有效的搜
救流程，“对于家属而言，要
第一时间报警、查监控、散
发寻人启事以便扩散信息；
我们一次救援大概8个小时
一波人，多则十五六个人。
有人要专门跟家属沟通，了
解走失老人原来的生活习
惯、工作；我们会派人去查
民用监控，也去派出所查治
安监控，判断老人的痕迹
……”

谈骨论筋系列问答

颈椎病怪筋不怪骨
九成不必手术

下周预告
主题：手麻是中风了吗？

记者：您的本职工作是
什么？

苏敩：我最早是在 2003
年开始从事民间救援工作。
当时被派往德国学习救援技
术，2008 年，随部队赴汶川
完成地震救援后不久，正式
离开部队，结束了30年的军
旅生涯，便专职从事救援工
作。后来还自费去国外进修
过救援知识，不断丰富自己
的救援技能。2014 年成立
了北京市志援应急救援服务
中心，做过山地救援和灾害
救援，传授救援知识和技
能。从 2016 年开始寻人，
2017 年 1 月，北京市志援应
急救援服务中心在北京市民
政局正式注册。

记者：介绍下您的团
队？成员构成？

苏敩：我们这支队伍从
最初的5人成长为现在的五
六百人，专职队员只有4个，
大部分是兼职，他们中既有
公务员、科研人员，也有国企
员工、个体户、退休工，年龄
最大的搜救队员 60 多岁。
搜救队员主要是通过三种途
径加入的：第一种就是我曾
经在山地救援过程当中帮助
过的人，或者是我在讲课过
程当中，认为我的理念很好
加入团队的。

第二种就是在志愿北京
平台找志愿项目时，看中了
我们这个项目加入的；第三
种是我们在寻找老人过程当
中，有老人的家属和朋友主
动加入的，像滚雪球一样成
员越来越多。

记者：免费寻人的费用

靠什么来填补？
苏敩：我测算过，每找到

一个老人，团队支出费用大
概会超过5000块钱，也有一
小部分费用由志愿者个人负
担。寻找老人是不需要钱
的，我们在救援过程当中会
向家属承诺，不以任何方式
和任何形式收取家属的任何
费用。

最初我在社区讲课时也
是不要钱的，谁愿意听，我就
免费把安全常识教给大家，
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个团队是
有大量的费用支出需要的，
比如在救援过程当中队员要
喝水、吃饭，车要加油，而且
救援队正式注册后我们通
过沟通确定了 4 名专职队
员，所以也就有了开工资、
交社保的支出。这部分费
用我们主要通过给有需要
的单位制定应急预案、授课
等方式获得，每个月至少需
要5万块。

记者：在救援经历中有
什么印象深刻的？

苏敩：说实话，在这将近
300 起救援中，我参与了大
概 200 起的现场指挥，每一
起都是非常深刻的。让我想
来就落泪的有几起，去年有
一位65岁的队员、服役多年
的老兵，他在外寻找那位走
失11天的老人时，因一天行
走了 38 公里当晚回到家就
病了，送到医院再也没出来，
后来老爷子就逝去了，还留
了一句话，“今天我多走一
步，老人离家近一步”。

搜救队员其实没有年龄
的限制，现在团队当中有一
个从政府部门退休的老爷

子，他给我们写的承诺就是
“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任何
意外，家属不会找麻烦”，他
很和善，也特别热衷学习有
关阿尔斯海默症的内容，每
次出队他都负责跟家属去沟
通。

他的家人也支持他做这
件事儿。他逼着他的儿女写
了承诺，不过我们也给他上
了一份大保险，所有队员都
有保险。

记者：在救援经历中有
想放弃的时候吗？

苏敩：有的时候面对家
属的冷漠会有想放弃想法，
甚至想打他们一顿，我给你
举个例子，有个老太太家里
头是二次拆迁户，她有两个
女儿，一个儿子，在老人走丢
好几天后，我们建议家属在
寻人启事上要写明悬赏金
额。

经过三四个小时后，她
的两个女儿郑重地告诉我
们：写1000块钱。就在寻人
启事写出来的时候，一位街
坊说前两天老人二闺女家的
狗丢了，出了5000元寻找。

后来寻人启事上的金额
变成了10万，老人的另外一
个老街坊找到了我们，她说

“我愿意出10万把老姐妹找
回来，一旦有人找回来，就把
这10万酬金给他。”

当时这位老街坊是坐着
轮椅来的，并当场表示与那
三家人断绝来往。遇到这种
情况，已经不能以家属的表
现为意愿了，谁家都有老人，
谁都会老，我们还是尽心把
老人找回来了。

（据北京头条）

他们是失忆搜救队
四年帮近300名“失忆老人”成功回家

“面对家属的冷漠，会有想放弃想法”

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