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者仁心，担当有为。36岁的吕文信
是市南区香港中路街道闽江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中医主治医师，家里祖祖辈辈
都行医，祖先行医之初便定下誓约，要救
死扶伤，无愧医师身份。作为第六代传承
者，吕文信有很强的家族自豪感，至今仍
坚守着行医操守，从未忘记“利济为怀医
为术，权衡在手巧在心”的家训信条。12
年的基层从医经历，使吕文信深受患者信
任，近日他获评2023年3月份文明市民。

长年为患者收集“灶心土”

吕文信回忆说，小时候家里总会见
到一摞摞的书籍笔记，上面记载的都是
医学方面的知识，且家族多辈行中医，让
年幼的他在心里深埋下“中医的种子”。
在山东中医药大学学习期间，他品学兼
优，五次获得奖学金、三次荣获“三好学
生”称号。工作后，他更加投入地钻研医
疗技术，以细致入微的诊疗为患者解病
痛、排隐忧。

2013年，吕文信到刚成立的闽江路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不久，遇到了一位患
有先心病肺动脉高压的患者，了解到患者
因为长期治病导致家庭生活困难，他不仅
主动免去了患者的诊疗费，还一直根据患
者病情予以中医诊疗调理。患者经常出
现咳血便血的情况，需要一味中药“灶心
土”对症治疗，但是城市里很难找到。吕
文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为了能让患者用
上既对症又经济实惠的中药，每次回父母
家，他都会上山挖找合适的黄土，捡拾枯
木柴火，回到家中院里搭起一个简易“炉
灶”，烧完柴火再把“炉灶”拆掉，取出内部
的土块，清理干净杂质，带给患者煎服，这
一坚持就是近十年，患者至今病情控制得
很好，两人也成为了朋友。

吕文信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和爷爷
一起上街，常常碰到和爷爷打招呼的人，

“爷爷，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认识您？”直到
今天，他还记得，“爷爷说，给人家看病，
都处成朋友了。”没有架子，为人平和，爷
爷的处世之道深深影响着他。而现在，
他也和大多数患者成为了朋友，感受医
师内心的充裕和快乐。

三年冲在防疫工作一线

白衣执甲，守护一方。作为基层医
疗机构的医生，2020年以来，吕文信始终
冲在防疫工作一线。从刚开始的抗疫夜
班值守，到全员核酸检测采样，从社区内
冷链排查，到火车站测温留观，只要工作
需要自己，就绝不含糊。吕文信身高1.85
米，最大号的防护服只能刚刚穿上，动作
幅度稍大，防护服可能就会破损，有了几

次经验后，为了避免工作中防护服破损
更换而耽误时间，他每次穿好后都会让
同事用胶带将易破损的肩膀、腰部等位
置加固一遍，本身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内
更是没有了一点空隙。每次工作任务结
束，他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湿全身。

支医诊疗患者千余人次

千里送医，青春无悔。多年来，吕文
信一直全身心投入基层医疗卫生工作，
除了以饱满的热情完成中心工作以外，
还多次响应政府号召，赴贫困地区进行
支援医疗活动。虽然家中孩子还小，母
亲患有重病，病情一直不稳定，但对支医
工作，他从未推脱。2019年11月赴山东
省菏泽市牡丹区，2021年11月赴甘肃省

陇南市宕昌县，2022 年 8 月至今在甘肃
省定西市安定区。目前，吕文信已累计
支医10个月，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1200
人次，下乡义诊1550人次。

在甘肃陇南支医期间，一位患带状
疱疹的藏族老太前来就医，前期她因为
缺乏常识延误了治疗，就诊时疱疹面积
已经非常大了，产生的剧痛让老太非常
痛苦。受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没有拔
罐放血的设备，吕文信选择了扎针放血
的中医疗法，每个部位扎针后，他用手一
点点挤血，老人连连说：“吕大夫，我有这
病血太脏了，您别挤了。”吕文信却说：

“没事，阿妈拉（当地对大娘的称呼），我
们要是怕脏，就不当大夫了，您躺着别
动，放完血就能好受一些了。”吕文信先
后换了几副一次性手套，最终完成了治
疗，老太的疼痛也有了很大的缓解。老
太康复后，让女儿将一大块腊肉送给吕
文信，吕文信坚决不收，“这是医生应该
做的，我们家几代行医都从不收病人的
赠礼，我也不能收，阿妈拉的身体好了，
就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支医期间，吕文信一方面发挥专业
特长，解除患者病痛，另一方面主动结对
当地贫困户开展帮扶。在甘肃期间，吕
文信与两户贫困户结对，他深知“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利用自己的朋友圈
多方联系帮助贫困户，销售种植的花椒、
黄芪，每年帮助贫困家庭增收近万元。
每隔两三个月，他就让家人采购青岛特
产，再加上给帮扶家庭的孩子准备些小
礼物，一起邮到甘肃，让他们感受到了东
西协作、情牵山海的温暖力量。

12年一晃而过，吕文信把美好的青
春奉献给了守护群众健康的医学事业，
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际行动诠释医者情
怀。在行医的道路上，他传承着家族长
辈世代行医的坚守，步履愈发坚定。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基层从医12年 诠释医者情怀
家族世代行医的吕文信尽职尽责 赴贫困地区支援医疗

本报5月 5日讯 刚刚过去的五一
假期里，公交市南三分公司收到一封来
自市民徐先生的特殊来信。信中，他代
表哥哥徐承达及嫂子王金丽两位老人表
达了对柳斌、高克君两位驾驶员长期以
来坚持不懈陪伴和帮扶的感激之情，特
以表扬信的方式为他们无私奉献的高尚
品质点赞。

这封表扬信揭开了这对“师徒”薪火
相传的暖心故事。

柳斌曾长时间在25路线运行，这条

实干氛围浓厚的线路，充分激发了他在
十米车厢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让他将构
建温暖车厢作为日常服务的重要内容。
柳斌曾获山东省厚道鲁商倡树行动“诚
信服务标兵”、青岛市“文明市民”等多项
荣誉。2018 年，高克君进入青岛公交。

“很幸运，刚从事25路驾驶员工作时，我
成为了柳斌师傅的徒弟，作为一名‘服务
明星’，师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丝不苟
的敬业态度和持之以恒的的匠心精神。”
高克君说。

2019 年 7 月，柳斌护送一位视障乘
客出行的视频经新华社客户端播发后温
暖全国。事后，他用奖励金为全线装配
导盲杖，让特需乘客出行无忧。在此基
础上，他带领高克君进行了相关培训，真
切体验视障乘客出行时的感受，让这项
服务落到实处。在不断磨合沟通中，两
人结下了深厚情谊，他们亦师亦友、同勉
共进。高克君牢记师父的话，在工作中
磨练耐心、提升技能。

今年 3 月，在全国学雷锋纪念日前

夕，柳斌所驾驶“一路相伴”文明实践号
化身学习雷锋精神的“流动课堂”。“希望
你能继承发扬老一辈公交先锋无私奉献
的雷锋精神，在十米车厢继续绽放光彩、
放飞青春。”在文明实践号前，柳斌向徒
弟高克君叮嘱道，并授予其“青年雷锋
岗”光荣牌。多年来，站点文明引导、打
造主题车厢、安全行车宣讲……处处可
见他们爱心奉献的无私身影，以志愿服
务在车内车外构建百个文明瞬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本报5月5日讯“请允许我以真心
的感激之情，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近日，青岛城运控股公交集团李沧巴士
第九分公司收到一封来自甘肃省兰州市
的感谢信，这封一千七百多公里外寄出
的感谢信里，一位八旬老人一字一句地
描述了一段触动人心的故事……

事情要从上月说起，4月初，来自甘
肃省兰州市的八旬老人杨洪允和老伴愉
快结束了青岛之旅。二人带着购买的特
产从青岛四方长途汽车站乘坐303路车
前往青岛火车站，准备乘高铁回家。不
料，到站下车时一时着急，将装有常用药
和近五千元干海参的背包遗落在了车
上，便在原地等待下一班303路车。

不多时，二人等来了刘建业驾驶的
303路车，跟他详细描述了事情原委，希
望能通过他与前车取得联系。刘建业提

议联系分公司调度员，还细心地将调度
室电话号码和前车车号告诉了老人。一
切安排妥当后，刘建业驾车继续投入运
行。

老人根据刘建业的提示，与当班调
度员尹伟取得联系。尹伟在接到电话
后，第一时间锁定了目标车辆为段永山
驾驶的 303 路 DD646 号车，随后便通过
智能调度系统发去车载信息。另一边，
段永山刚刚驶进邮轮母港车站，接到信
息后马上停稳车辆向尹伟指示的位置走
去，在车厢后部发现了双肩背包。此时，
尹伟马上给老人回电，称在车内找到了
遗落的背包，随时可以到 303 路终点站
李沧工业园场站领取。

听到背包寻回的消息，老人悬着的
心这才放了下来。但此时已经临近高铁
发车时间，到场站领取的话必然会误了

行程，考虑至此，老人再次拨通了调度室
电话，询问道：“不好意思，我今天要赶高
铁回甘肃，抽不出时间去领取，请问可以
帮忙发个快递吗？”得知老人难处，工作
人员与其仔细核对了包内物品，确认无
误后寄出。

回到家后，老人病了一场，病愈便起
笔写了一封感谢信寄到了失物“发货地”
公交李沧工业园场站。信中，老人详细
描述了事情经过，向每一位帮助过自己
的公交工作人员致谢，他表示，此行感受
到了青岛人民的温暖及文明，感受到了
青岛公交职工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高
尚品德，让他很是敬佩。“作为公交人，一
举一动都是在树立公交形象，一点一滴
都展示着城市风采，很荣幸能让外地旅
客感受到我们的温暖。”尹伟说道。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触动人心 从甘肃跨越1700多公里寄来的感谢信

一封感谢信 揭开这对“师徒”暖心故事

工作中的吕文信工作中的吕文信。。

工作人员收到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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