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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走万里山路，磨烂四五双鞋

乡医孙凤莲44年看守村民健康
文/本报记者 樊伟宏 通讯员 闫盛霆 张先明

2013年元宵节刚过，淄川区岭子镇

双峪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孙凤莲已经

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去给邻村的病人送

药。44年来，这条崎岖的山路她不知走

了多少次，不管风霜雨雪，无论节假周

末，只要有村民生病，她就会背上医药

包，踏上这条山路，给生病村民家送去

希望。

怎么判断自己是否是花粉过敏?

第一，从往常的感冒当中逐渐识
别出了“花粉过敏”;第二，大家的保健
意识逐渐增强以及过敏源测试技术的
逐渐精确。当然，现在仍然存在很多花
粉过敏的人误以为自己得了感冒或者
鼻炎，反复用抗感冒药物或鼻炎滴剂
治疗，以致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所
以，辨症正确是第一步。

花粉直径一般在30～50微米左
右，它们在空气中飘散时，极易被人
吸进呼吸道内。有花粉过敏的人吸入
这些花粉后，会产生过敏反应，这就

是花粉过敏症。花粉过敏症的主要症
状为打喷嚏、流鼻涕、流眼泪，鼻、眼
及外耳道奇痒，严重者还会诱发气管
炎、支气管哮喘、肺心病(多发在夏秋
季)。花粉之所以会引起人体过敏，是
由于花粉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其中
某些蛋白质成分是产生过敏的主要
致敏源。

皮肤接触花粉过敏的症状是皮肤
出现红斑、丘疹、细小鳞屑，有瘙痒感
或灼热感，多为在野外皮肤接触花粉
后受阳光照射引起。

怎么预防花粉过敏?

首先，避免一切可疑或已知的过敏
源，如：花粉季节飘散于空中的大量花粉。

其次，对于某些已知的过敏源，一
经查出，要立即转移病人的生活环境，
如：病人住房周围种有一些花草、树

木，过敏者应将这些过敏源移走。儿童
不宜任其在草地、落叶很盛的庭院或
森林内长时间逗留玩耍。这些都只是
被动的预防措施，真正要根治花粉过
敏，就一定要脱敏。

1 .勿在室外久留 白天尽可
能少待在室外，尤其是每天花粉
指数高的时间，例如晴天时的傍
晚。要做户外活动及各种运动项
目时，尽可能选在花粉指数最低
的时候，像是清晨、深夜或是一
场阵雨之后。

2 .关紧门窗 白天要关上门
窗，以防止花粉飞入。

3 .勿在室外晾衣 尽可能在
屋内晾干衣服(用干衣机更好)，
不要在室外晾衣服，否则衣服、

被单、床单等容易沾染花粉。
4 .换衣服 如果你在花粉指

数很高的时候外出，回来后记得
换上干净的衣服。

5 .戴眼镜 戴眼镜可以减
少你的眼睛受到影响的机会，
所以不妨用有镜片的眼镜代替
隐形眼镜，或是外出时带上太
阳镜。

6 .避开过敏季节 可能的
话，尽可能将假期安排在你的干
草热季节，趁机避开。不妨考虑

到海边度假，因为海风会使空气
中几乎没有花粉，也可以考虑选
择到一个没有诱发因子会引起
你过敏的国家度假。

7 .戒烟 有过敏症的吸烟者
应停止吸烟。

8 .避开污染物 要避免会让
你症状加剧的所有东西，如灰尘
及马路上的各种气味。

9 .安装车载过滤器 考虑买
个车载用的空气过滤器。如果你
在考虑买新车，不妨买空调设备

中已经有支援花粉过滤装置的
车种。这种小型的过滤器已经愈
来愈普遍，不仅豪华的车中有配
备，小车中有安装的也不少。

10 .药物治疗 在鲜花盛开
的季节，过敏有时是不可避免
了，此时药房里所卖的抗组织胺
药对你的过敏症状会有极大帮
助。如果症状严重，应该尽快看
医生，一般来说，医生会给你使
用色甘酸钠、口服激素等作用更
强一些的药物。

预预预防防防春春春季季季花花花粉粉粉过过过敏敏敏，，，教教教你你你一一一招招招！！！

春季百花开，花粉过敏预防措

施你会吗?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让我们赏

心悦目的同时，也会遇到一些小问题，如花粉过

敏。目前，全世界花粉过敏的人数在逐年增多，那

么春季花粉过敏怎么预防?以下告诉大家一

些常用的花粉过敏预防措施。

赞花粉过敏的预防措施：

行医44载，

每年走万里山路

16岁那年，孙凤莲初中毕
业来到乡卫生院学习针灸和接
生，没想到这一干就是40多年。

孙凤莲所在的林峪村是个
山区搬迁村，3公里外还有东桃
花泉、西桃花泉村两个村子，3

个村加起来有200多人。三个村
子地处偏僻，离镇卫生院有30

多里路，且又不通公共汽车，村
民有点小病小灾就全靠孙凤莲
治疗。“三个村虽然人不多，但
是病不少。几乎每个村民都有

点小病。家家户户都去过，谁家
的炕头朝哪，家里人叫啥，俺都
说的出来。”孙凤莲说，“周围这
3个村，就我这一个医生。一天
到晚忙个不停，晚饭吃到十一、
二点是常有的事，一天也就睡
五、六个小时。”

孙凤莲自己身患糖尿病、
冠心病等多种疾病，但几乎每
天都有病人需要治疗，她很少
能有时间闲下来修养。为了给
病人提供方便，她上午在本村
看病，下午就到另外两个村出
诊。有时单是输液的药物就有
30多斤重，为此，她专门缝制了
两个布书包，一前一后的挂在

身上。平均算下来，几乎每天都
要步行40多里山路往返于三个
村子之间，这一年就得走12000

多里山路，磨烂四五双鞋。

坎坷行医路

从未阻断她的步伐

2004年的春天，为了看病方
便，孙凤莲买上了自行车。但刚
学会不长时间，一次她在去东桃
花泉村出诊时，因为雨天路滑，
摔倒在山路上，造成左腿骨折。
但即使如此，孙凤莲躺在床上也
没有间断行医，她在床上开方配
药，再由丈夫将药送到病人家

里。骨折治好后，孙凤莲留下了
后遗症，无法再骑自行车。

2012年8月16日晚上9点30

分左右，孙凤莲接到西桃花泉
村村民朱秀良家属的电话，说
朱秀良高烧40多度，希望她能
马上过去治疗。孙凤莲二话没
说就出发了。当时天下着小雨，
她一手撑伞，一手拿着手电筒，
在村头爬坡时，脚下一滑，摔倒
在泥地里，包中装的注射针头
刺破鞋帮，从她右脚的脚面上
扎了进去，断在了里面。孙凤莲
感到一阵疼痛，怎么也爬不起
来了，喊救命也没有人听到。大
约过了半个小时，恰巧有一村
民路过，才将她救起。此时的孙
凤莲并没有选择回家，而是硬
撑着身体，在这位村民的帮助
下，赶到病人家中为其打上了
针，才返回自己家。由于针头刺
入脚中太深，孙凤莲去过几次
医院，但仍然未能完全治愈，现
在走路时一瘸一拐，并不时地
感到疼痛。

随着医名远播，就连邻近
的章丘市官庄乡石门、响水泉、
双水泉等村的村民也都来找她
看病。由于村里的条件不好，并
且老年人居多，基本没有收入，
有时看病买药只能由孙凤莲自
己垫付医药费。据了解，截至目
前，孙凤莲垫付的药费已有3万
多元，对此，孙凤莲从没有怨
言。“俺们都需要她，怕她搬走
了，她要是走了，我们的病就没
有人看了。”西桃花泉村村民朱
秀道说。

“直到我走不动了，病也就
不看了。”孙凤莲说。

▲治疗结束后，孙凤莲叮嘱村民不要忘记治疗中的注意事项。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摄

▲淄川区岭子镇双峪村卫生
室乡村医生孙凤莲走在积雪的山
路上。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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