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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故事4

500名患儿有了“心”希望
4月21日，内蒙古人民

医院联合乌兰察布市民政
局，在该市救助管理站开
展了为期两天的贫困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义诊筛查活
动，医疗队共为132名患儿
进行了心脏检查，76名孩
子患有不同程度的先天性
心脏病，其中42名患儿家
庭困难，经审批获得了全
免费手术名额，将于近期
陆续手术。

因延误错失手术机会

得知内蒙古人民医院
心脏中心的专家来筛查义
诊，4月21日7时左右陆续就
有家长带孩子到救助管理
站等候。8时左右，救助管理
站大厅里已经挤满了人。

8岁男孩儿张广生出
生在察右中旗，在1岁时因
发烧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
心脏病，医生说必须马上
手术。但是由于父母靠种

地为生，农活繁忙收入还
少，家中实在无力承担几
万元的手术费，一拖再拖，
如今患儿已经出现了重度
肺动脉高压，失去了手术
机会。

兴和县店子镇石墨矿
的王志丹在半岁时查出患
有先天性心脏病，因家里
困难，且父母听说孩子大
一点手术风险小一点，花
费少一点，便没有治疗，不
料在孩子3岁时再检查已
无药可医。据筛查专家介
绍，这类病例最佳手术时
机是在1岁以内。

据了解，第一天筛查
的60名孩子中有6名患儿
因延误失去了手术机会，
第二天筛查的72名孩子中
又有6名患儿因延误失去
了手术机会。

内蒙古人民医院心脏
中心心血管外科主任李伟
说，这些孩子如果在合适的
时机手术，完全能恢复成正

常人一样。可惜因为一再延
误形成了肺动脉高压终末
期，只有心肺联合移植才能
续命，但心肺移植的远期效
果及治疗费用对于一个普
通家庭来说根本无法想象。
在我国新生儿中，每年约有
14万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出生，能够得到及时治疗的
只有6万人左右。就我国目
前的医疗技术水平，99%的
患儿是完全可以通过手术
治疗得到康复的，但由于承
担不起几万元的医疗费用，
许多贫困家庭往往只能放
弃治疗。

为贫困患儿免费治疗

3岁的刘梓辛出生在
凉城县六苏木镇，出生后
家长就知道孩子有先天性
心脏病：三尖瓣闭锁、右室
发育不良、Ⅱ型房缺最大
处9毫米、室缺12毫米、双
向分流，这是一种极其罕

见的复杂先天性心脏病。
刘梓辛成长的历程就是从
一家医院到另一家医院的
过程，爸爸妈妈把他养到3
岁付出的艰辛无法言语，
到过呼和浩特市去过北
京，终因手术风险极大、费
用高昂而束手无策，就在
他们一筹莫展之际等来了
民政局的电话。

筛查中，当家长们得
知李伟主任先后在武汉、
上海成功地做过上千例类
似手术后都露出了欣慰的
笑容。

假如一个孩子刚刚懂
得了感恩父母，却发现自
己的生命在似水年华的季
节可能随时终结，未来的
每一天都是在等待离别，
这种悲伤是常人无法承受
的。筛查中，一位饱经风霜
的父亲求医生救救他的儿
子，他曾经带着8岁的儿子
去过很多地方，可答案都
是残酷的。在医生面前，他

伸手摸了摸孩子的头，露
出一点微笑，父子对视的
一刹那，让医务人员的心
感到深深的刺痛。庆幸的
是，这次筛查让这位父亲
看到了希望。

开通多种申请渠道

据李伟主任介绍，我
国约有300万先天性心脏
病患者，其中等待手术治
疗的先心病儿童约有200
万人。内蒙古是先天性心
脏病高发地区，平均新生
儿先天性心脏病发率在
7‰左右，我区每年新出生
婴儿约23万人，新增先天
性心脏病患儿就有1500多
人，因为地域、经济及医疗
卫生条件等原因，许多患
儿错失治疗时机，他们亟
需社会的关注。

李伟主任说，以往一
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
要获得慈善资助，需要填

表、盖章、申请、审批，往往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许多
患儿因等候时间过长而失
去极佳手术机会。内蒙古
人民医院为让更多贫困先
天性心脏病患儿获得资
助，与各地民政部门联合
开通多种申请渠道，提高
救助效率，基本上两天即
可获得资助。

据悉，乌兰察布市是
今年内蒙古人民医院义诊
筛查的第一站，医疗队会
陆续赴各地开展贫困先天
性心脏病儿童的救助工
作，今年计划义诊2000名
儿童，免费救助500名贫困
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凡符
合救助条件的患儿，新农
合或医保报销后需家长自
付部分全部由内蒙古人民
医院和慈善基金支付，简
化申请流程，减轻患儿家
庭负担，让我区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的家长再不会因
为贫穷而悲伤。

文/本报记者 段丽萍

5年来，一位普通平凡的泥瓦
匠张满良跨越3省区4市28个县
300多个村，共计组织策划大型公
益活动200多次，累计志愿服务时
长6000余小时。

张满良出生在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窑沟乡的一个农民家
庭，1988年，在他18岁的时候母亲
因病去世，母亲生病期间得到了
很多邻居的帮助。“在那个时候
我就想，等以后自己长大成人了
也做一个帮助他人的人。”4月24
日，张满良告诉记者。

后来，张满良成了一名泥瓦
匠，每年除了在外打工其余时间
都在村里。看到村里很多贫困家
庭为了修房盖屋而惆怅，张满良
就开始用所学手艺义务帮助特
困家庭修房盖屋，一家又一家，
十年如一日，总共给村民修房盖
屋100多间。

村里有一位五保老人，岁数
大了身体不好，也无人照顾，张
满良便承担起了照顾这位老人
的责任，担水、劈柴、做家务……
这一帮就是3年。他还连续10年为
村民义务写春联1000多副，平时
总是想方设法地尽己所能去帮
助需要帮助的村民，方圆几百里
的村民都知道他义务做的好事，
在村民心中他是当代的“活雷
锋”。

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幸福
互助院56岁的高仝才老人，1990
年砍柴不慎坠沟，造成腰椎骨
折，肢体二级残疾，丧失劳动能
力，生活特别艰辛。张满良了解
情况后便开始长期帮助这位残
疾老人，不仅自掏腰包为老人买
大米、白面以及生活用品，驱车
几个小时去看望更是常有的事。
他不仅在经济上帮助高仝才老
人，还长期通过各种形式给予老
人精神上的关爱，逢年过节，他
总会驱车两个多小时陪高仝才
老人。像高仝才这样的残障老人
他还帮助了十几位。

家住准格尔旗柳青梁村85岁
的吕三小也是位五保老人，不愿
意去敬老院，因身体有多种疾
病，生活不能自理，平时生活靠
爬行，2017年张满良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走进了这位独居老人，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每周张满良
都会抽时间看望老人，为老人买
生活所需物品，担心老人吃不上
饭，他就把现成的食物放在老人
起来就能触摸得到的地方，还为
老人擦洗身体、买药等，担心老
人一个人太孤单就为老人买了
收音机。如今，他们建立了深厚
的感情，老人已经把张满良当作
自己唯一的亲人。

2016~2017年，张满良连续两
年带领义工走进乌兰察布市、清
水河县、云贵山区等地捐资助
学，行程达到了两万多公里，帮
助了当地500多名贫困学子。

5年义工路，张满良用一颗热
忱的心长期资助12名贫困学生、
关爱15位残障老人、30名留守单
亲家庭学生、帮助20户贫困家庭，
捐款25万余元，个人义务出车
2000余次，行程30000余公里。

辅警“魏民”援手施救昏迷老人
文/本报记者 刘晓君

4月19日，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巡警大队辅警吕敏在下
班途中遇到昏迷路旁的老人，二话没说就伸出援手，帮助老人的家
属将其送到医院就治。看到老人脱离危险后，家属再三追问他叫什
么名字，吕敏只说自己叫“魏民”后便转身离去。经过多天寻找，4月
24日，市民邢女士来到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找到了那天救
助其父亲的“魏民”，将一面写有“人民的好警察 百姓的守护神”的
锦旗送到他的手中，感谢他危急时刻伸出援手救助自己的父亲。

这事儿还得从4月19日说起，那天中午下班后，捎着同事准备
回家吃饭的吕敏看到一饭店门外围着一群人，出于职业习惯，他下
车后拨开人群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只见一名昏迷的老人
被老伴紧紧地抱在怀中，老人正在央求周围的人帮帮她的老伴，就
在众人犹犹豫豫到底帮还是不帮之际，吕敏赶忙对大家说：“病人
昏迷需要新鲜空气，请散开点。”他又上前询问，昏迷老人的老伴儿
说：“我老头有低血糖的毛病，今天走得匆忙没带常备药，昏迷后如
果不及时服药或不赶紧送医院会很危险。”

这时有围观的群众喊道：“那赶紧拨打120啊！”。吕敏急忙说：
“我的车就在这，120到达需要时间，不能再耽搁啦！”于是吕敏赶紧
让同事驾车，他将不省人事的老人抱进车里，随即火速赶往医院。

到达医院后，吕敏将老人迅速抱到了急诊病房，又跑上跑下地
为老人挂号、取药，直到老人的女儿赶到医院。看着老人平安地度
过了危险期，吕敏才松了一口气。看着要走的吕敏，病人家属急忙
问他的姓名。吕敏只留下“魏民”两个字便转身离去。

老人病好后，非要家人帮他寻找救命恩人，并要女儿当面感谢
那位叫“魏民”的年轻人。经过多方打听，有医生说那天救人的那个
年轻人好像在托克托县公安局上班。于是老人的家属打电话到托
克托县公安局找寻一个叫“魏民”的人，可公安局指挥中心的值班
民警找遍了全局也没有这么个人，最终还是吕敏的同事将此事做
了情况说明，经家属辨认最终确定吕敏就是他们要找的“魏民”。

当记者向吕敏问起救人的事时，他只是憨憨一笑，“其实我当
时没想那么多，就是觉得老百姓有了难事我得帮。至于当时留下的
名字，只是下意识地回应了一个名字‘魏民’，虽然我是一名辅警，
但是我也有着和人民警察一样的‘为民’情怀。”

一位泥瓦匠的爱心路
文·摄影/本报记者 范亚康

张满良（右）陪孤寡老人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