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无锡2020.10.12 星期一
责编 马亿 ｜ 版式 陈亮 ｜ 校对 榛叶 A05

链接：本报和阿里集团联合全国36
家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启动“最美家乡
人”评选。今年“最美家乡人”评选将关
注点聚焦于“守护者”，寻找到各行各业、
各年龄层的普通百姓故事，他们可能守
护的是亲人、朋友、战友、同学，甚至是陌
生人。您可以致电本报热线电话0510-
88300000，或者＠江南晚报微信公众号
留言，自荐或推荐身边的最美家乡人，也
可以关注“天天正能量”公众号、微博、抖
音等进行推荐，参与微博话题#最美家乡
人#互动并提供线索。

范老伯腰痛1年多了，右大腿到
小腿感觉牵着一根筋，痛了1年多，但
到多家医院拍片检查，拍片都显示问
题不大，于是就开了止痛药、活血药，
但是一直不见好。听说3个上海名医
开的易可中医医院有着不少绝活，范
老伯慕名找到该院“谭氏筋伤”中心主
任王杰。

通过手诊，王杰发现他的腰上有
肌肉僵硬，有明显压痛点，通过对比片
子，病人腰4-5有轻度的突出，压迫椎
间孔。同时，通过问诊得知，老人每天
都会打五六个小时的麻将。王杰确诊
除了腰椎间盘突出外，最主要是腰部
的筋出了问题，筋骨平衡被打破，才出
现了疼痛的症状，而筋在片子上一般
是拍不出来的。该中心的三阶段治筋
体系正是能不手术解决问题。

范老伯进行了第一阶段的高频电
火花治疗，这是治筋利器，突破传统治
疗，能够深入深筋组织。在治疗的同
时，王杰反复提醒病人，治好后，一定
要控制打麻将的时间，因为这是个不
良生活习惯病，久坐伤筋，可以没事多
练练易筋经，对于强筋壮骨有很好的
帮助。 （江南）

八旬老医生坚持九年社区健康义诊

吕肃鸣和老伴吕肃鸣和老伴。。

片子症状轻
老人却痛得很
治筋不手术
折服腰椎病患者

他的称谓有很多：党员、名医、健康使者……

提起他，许多生活在新吴区硕放街道吉祥社区的居民都会

竖起大拇指、点头称赞他。

他就是吕肃鸣医生，退休前是硕放医院中医外科主任，对中

医养生、心血管保健、呼吸系统疾病防治等有独特的临床经验和

技术。退休多年，他发挥余热，坚持每周二到社区为居民做健康

义诊，在社会上有较好的医德声誉。

每次做义诊，吕医生都是第一个到的，不论刮风下雨，甚至

是下大雪；给老人检查身体时，他会提前把听诊器焐热；碰到一

些腿脚不方便的老人，他甚至会上门服务。“有些病人年纪大了，

夫妻两个都老得走不动了，打电话来问能不能上家来看一趟。

我就等这边义诊结束了之后上门服务。”吕医生解释道。“有的

时候要忙到吃饭才结束，既要听病人讲述病情，又要对病人进行

心理疏导。”同吕医生一起义诊的丁惠芬医生补充说道。

2011年，无锡市政府倡导健康
保姆进社区，但当时吉祥社区居委
会还处在筹建阶段，社区没有设立
卫生服务站。而吉祥社区，住着
2400多户居民，其中不少是老年
人。对于老年人来说，要经常量血
压、测血糖以及找医生咨询身体健
康状况，一些老年人由于行走不
便，希望在家门口接受服务。所以
对健康服务有强烈需求。吕肃鸣
医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萌生出这
样一个想法：“我们都退休了，能否
为这边的老百姓做一些自己擅长

的事情，发挥自己的特长，为社区
做出自己的贡献。”于是，吕肃鸣医
生与其他几位退休医生一起成立
了“吉祥健康互助社”，每周二为社
区居民义诊。除了量血压、测血
糖、健康咨询之外，还帮着解读健
康体检报告，甚至提供一些救急的
服务。

在每周二固定的“健康日”，吕
肃鸣医生总是早早地来到社区健
康咨询室，做好前期准备工作，静
静地等着社区居民前来量血压、测
血糖。

患有高血压的王老伯行动不
便，经常要去医院测量血压。社区
设立“健康日”后，他测血压再也不
用跑医院了。还有一个居民去人民
医院化验血糖，血糖高到三十几，很
严重，需要住院。但他不想住院，要
回来找吕医生看。吕医生就帮这个
病人制定了方案，一天打多少量的
胰岛素，也治疗得很好……

渐渐地，周围的居民都慕名前
来就诊。如今这个活动已坚持9
年，吕肃鸣医生成了居民心中的

“健康使者”。

吕肃鸣除了进行常规量血压测
血糖外，还关心居民的饮食起居，指
导他们日常的保健方法。几乎每一
位居民来检查测量，吕肃鸣一眼就
能准确地讲出居民的姓名、所患有
的疾病和一些应注意的用药事项。
吕肃鸣拿起一本居民健康登记本，
里面记载的是每次前来检查测量血
压、血糖的居民健康情况。只要居
民来检查，他都会仔细询问近期状
况，帮助其记录健康数据并且与其
之前的记录对比，了解居民的健康
动态。“最初的居民健康登记本比较
简单，不像现在这样已经整理成档
案，有了编号。病人一来，凭编号一
查就能了解居民的健康信息及他们
所患的疾病、应注意的用药事项
等。”吕肃鸣有些自豪地说，“那时
候是非常考验医生的记忆力的。幸

亏我那时候的记忆力不差。”
原来，社区在一年年的健康志

愿活动当中摸索出经验，为50岁以
上常住在吉祥社区的居民制作了健
康信息挂牌，并建立健康档案进行
健康信息动态跟踪。健康信息挂牌
上写有志愿服务编号、姓名、出生年
月、联系方式、健康状况等信息。“健
康信息挂牌上的志愿服务编号与居
民健康登记本上的信息一一对
应。”吉祥社区李萍书记介绍道，

“有了它，医生只要一查服务编号立
马就能在健康登记本上找到病人的
随访信息，从而大大缩短了看病的
时间。”

社区健康咨询室里厚厚的居民
健康登记本，不仅记录着社区三百
多人的健康数据，同样见证了吕肃
鸣这些年的付出和值守。2019年7

月，吕肃鸣生了场大病，躺在病床上
的他依旧牵挂着社区居民的健康，
他说：“我不在，很多居民们平时的
一些普通健康咨询只能跑去医院问
了，这对他们来说有些不方便了，我
好了就要回去。”而社区的居民们同
样也牵挂他的身体状况，自发前往
医院探望。一位居民说：“每次我们
去测量血压，吕医生都很关心我们
的健康，耐心解答我们的问题。他
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心血。”出院后，
吕肃鸣手上的神经出了点问题，右
手不大能写字。社区劝他暂停义
诊。吕肃鸣心里有点不情愿，“看
病，其实没问题。只是没办法写病
历，需要有个人帮忙写。”但他最终
还是尊重社区的决定。他说只要身
体允许，他就要为居民提供健康义
诊服务。

吕肃鸣是中药传承者和爱好者，
在他的提议与参与下，吉祥社区设立

“中药草本园”，专门种植各式中草药。
“中药草本园”究竟长什么样

儿？记者跟着吉祥社区李萍书记来
到一处绿地，只见低矮的篱笆墙圈出
一块四方的小园子，以小石板分隔成
若干区域，分块种着各式中草药，有
大家熟悉的薄荷、蒲公英之类的常见
草药，也有平日不多见的石斛、金线
莲等中草药。“别看现在的‘中药草本
园’生机盎然，在此之前，这里只是一
处闲置的空地。”李萍说。

吕肃鸣医生一有空就给辖区的
青少年上中草药普及课，为大家声
情并茂地介绍中医药典故、讲解有
关中药植物学名、品种、功效等，让
大家近距离观察中药植物，如摸摸
碰碰香的叶子，闻闻鱼腥草的气味
等，加深对药用植物的认识。经过
吕肃鸣的讲解，大家了解了园内草

药的品种与药用价值，并对草药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让“科普之花”越开越旺，保
持其长久的生命力，吕肃鸣还建议社区
与学校联建，让学生参与到社区中草
药实践活动中来，让祖国的下一代参
与种植、交流、宣传，培养他们的动手
能力、实践能力，使我国的“国粹”——
中医药传统文化得到宣扬传承。

小小的“中药草本园”，通过吕
肃鸣的努力，既让大家了解了中医
药知识，学会了如何用中药材进行
保健，又推广和普及中医药文化。

此外，吕肃鸣还积极参加社区
开展的其他志愿活动。吕肃鸣每年
都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和多年从
医的丰富经验，在社区举办义务健
康教育讲座，如“中老年养生大讲
堂”等。他的健康讲座贴近生活、生
动易懂，深受居民的欢迎。他还参
与策划各类健康运动会，带着居民

强身健体的同时增进邻里感情。
常常有人不解，问吕肃鸣：“您

都这么大岁数了，为什么还坚持做
义诊？”吕老回答：“长寿在于工作，
医生，做的是服务于人民的工作。
我虽然已经退休了，但还可以发挥
余热，帮居民们看病！”

不间断无私服务的志愿精神感
染了硕放医院的一些年轻医生。在
吕肃鸣的带领下，他们也纷纷加入
吉祥社区的周二“健康日”义诊活
动，这让健康互助社的规模逐步扩
大，给更多居民带来贴心服务。

吕肃鸣始终坚持“退休不褪色，
老有所为献余热”，把“辛苦我一人，
健康为众人”作为人生目标，用行动
诠释着“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
志愿服务精神，充分发挥榜样示范
和典型引领作用，用身边事教育引
导身边人共同为社区建设出一份
力！ （晚报记者 卢雯）

■ 热心服务，为老百姓搭起健康桥梁

■ 机缘巧合，投身社区健康队伍

■ 设立“中药草本园”传播“国粹”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