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子突发心梗却执意离院
医生巧施“缓兵之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刘琼 通讯员/李青 阳婷婷）“多亏付
主任的坚持，救了我一命。”3 月 2 日，
提及几天前自己遭遇的一场生死劫，
陈师傅仍心有余悸。

陈师傅今年47岁，在一家单位当
司机。他的作息不规律，有时脾气也
很暴躁。平日里，遇到身体不适时，他
总是选择硬扛。

春节期间，他出现多次胸部疼痛
症状。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熬夜打
牌所致，便没在意。

几天前的一个早上，他上班时突
然感觉胸痛症状加剧，还不断冒冷
汗。见状，他在椅子上躺了十几分钟，
可症状仍未缓解。

实在扛不住后，他才前往市三三
一医院急诊科就诊。

“患者当时捂着胸部，大汗淋漓，
又有些气促，我立马判断他是一名高
危患者。”急诊科主任付武良介绍，接
诊后，他们立即展开抢救。

做心电图，吸氧，建立静脉通路，
上心电监护……很快，心电图结果显
示，陈师傅出现广泛性心梗。

“你必须马上做介入手术，否则会
有生命危险。”付医生立马向陈师傅说
明病情。

此时，躺在抢救床上的陈师傅却
改变了主意。

“我现在感觉胸部不痛了，可以不
要做手术。况且，今天下午 2 点单位
领导要用车，我要回去上班。”陈师傅
坚决不愿再接受进一步治疗。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付医生知
道，每耽误一秒，陈师傅的危险又多了
一分。

危急时刻，付医生想到缓兵之计，
“你先去做造影检查，时间不会很长，
若没问题，你下午可以去上班。”

这番话明显奏效，陈师傅决定再
做个检查。

造影检查结果验证了付武良的判
断：陈师傅的三支主血管全部闭塞，若
不立即做支架手术，他可能随时没命。

这个结果也让陈师傅感到后怕，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决定不再

“任性”。
所幸，由于手术及时，他顺利脱

险。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心梗患者越来越多，且趋于年轻
化。”付武良提醒，市民要控制饮食，戒
烟、限酒，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若是
糖尿病患者，要控制好血糖，高血压患
者则要坚持服用降压药物。

陈新建从小视力就不好，35
岁那年，因视神经萎缩，完全失
明。父亲病逝多年，母亲身体不
好，作为家中的长子，他扛起了家
庭重担。摆过小摊、卖过水果，因
看不清，常出现失误，每份工作自
然也做不长久。之前，陈新建做得
最长的工作，就是在粮店里扛米，

“摸着走，有力气是最主要的”。
眼睛看不见，生活来源不稳

定，虽然日子过得辛苦，但陈新建
身边总会出现关心自己的热心
人。2005年，市残联举办了盲人
按摩培训班，街道和社区工作人
员推荐他去学习，才让他有了一
门可以谋生的手艺。半年后出师
了，又是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他在
神农公园附近一家保健店做按摩
师，一直工作到去年。他记得很
清楚，当年10月13日，是他第一

天开始工作的日子，从那时起，他
的人生才似乎有光明。这些年，
社区帮他办理了低保，每逢节日，
社区还会为他送生活用品。

谈起免费帮居民按摩这事，
陈新建说，2012 年，得知社区招
募志愿者，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坚
持给居民按摩推拿，“这都是些小
事，我也是尽自己一份力量，回报
社会。”

“先坐公交车，文化路口下车
后再‘摸’过来。”一大早，53岁的
陈新建就从阳光家园小区赶来，
还没到服务时间，就有两位居民
排队等候。

陈新建服务对象夏岳峰，得
知我们来意，连忙竖起大拇指称
赞起来。50 多岁的夏岳峰家住
荷叶塘市场，妻子患有尿毒症，他
前年又中风偏瘫，家中经济困难，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得知陈新建提

供免费推拿，就第一时间找上门，
持续两年了。有了每周固定的专
业推拿，让夏岳峰的身体在慢慢
恢复，他说，如果有机会，他还想
出去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按摩推拿是个力气活，必须
使出力道，才会有疗效。颈椎上
捏捏捶捶，腰上揉揉搓搓，不到半
个小时，陈新建的额头上就渗出
一层细密的汗珠。他告诉我们，
来接受免费推拿的居民，除了像

夏岳峰类似的情况，大多居民患
有腰肌劳损、颈椎炎、关节痛等疾
病。

每次最少需要30分钟，一上
午能给四五个人按摩，十年下来
近 2000 人次。不仅等人主动上
门，陈新建发现社区有肩周不便
的老人来社区办事，便会主动询
问病情，帮忙按摩，并叮嘱每周都
要来调理。

风雨无阻的十年“约定”

荷塘区月塘街道石子头社区二楼，有间“特殊”的推拿室。每周三上午，有不少前来推拿的“病人”。自2012年开
始，盲人按摩师陈新建每周三都会为居民免费推拿，日复一日，已坚持十个年头。

3月2日上午，记者给陈新建送上了一束鲜花，感谢他默默地付出，为这座城市贡献爱的力量。面对突如其来的
惊喜，陈新建笑得有点腼腆，他说，“能为他人付出，是我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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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子头社区盲人按摩师陈新建，这事他坚持了十年

周三上午 为社区居民免费推拿
策划/沈勇跃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实习生/张佩瑶

摔倒时陌生人的一个搀扶，求助时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在我们的身边，总
会有一些人用最平实的语言、最温馨举动，续写着“雷锋”的故事。3月，是一个容
易让人感动的月份，即日起，本报开设专栏，寻找我们身边的雷锋，讲述他们的感
人故事。

晚报将联合爱心花店“土图花坊”，把鲜花送给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当代
“雷锋”们，向他们道一声“感谢”。

今天，我们发出“征集令”，凡是帮助过他人，为社会作出贡献的人，能让你的
心为之一动的，都可以将线索推荐给我们，拨打记者电话:18908431151（谢嘉）、
13873361228（张媛），由我们去报道、拍摄，并去送上一束象征雷锋精神的鲜花。

开栏语

▲3月2日，陈新建接过晚报和“土图花坊”联合送的鲜花，腼腆地笑了。记者/张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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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袍仪态班的学员气质非凡。

▲舞韵瑜伽。

▲形体芭蕾。

▲学员们在练习电子琴。

▲书法老师讲课的方式生动有趣。

▲合唱团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发音。

▲跟着老师的节奏专心吹葫芦丝。

春暖花开回校园，老友
相聚最美时。在这个春意盎
然充满希望的季节里，株洲
晚报老年大学又迎来了新学
期。

学员们的脸上洋溢着轻
松愉悦的笑容，在志愿者周
梦佳老师的引导下，出示“健
康码”“行程码”，测量体温，
进入教室开启新学期的学习
之路。书法班、旗袍走秀班、
电子琴班、瑜伽班、合唱班
……教室里又传来了欢声笑
语。

书法班上，学员们的假
期习作都被贴在黑板上，刘
湘清老师耐心地讲解每一篇
习作。为了让每个学员的作
品都能得到细致的指导，光
讲解习作就花了大半节课，
学员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
现场充满浓浓温情，欢乐不
断升温。

合唱班，李新平老师在
教学员发音时，为使大家能
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技巧和
原理，手中拿着橡皮筋生动
地演示着，学员们都表示这
种教学方式很有用。

据了解，株洲晚报老年
大学春季学期共有 29 个教
学班，30 多门专业课程，有
效地满足了广大学员多样化
的学习需求。有学员说：“到
了老年大学，自己的生活更
丰 富 了 ，精 神 上 也 更 愉 悦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