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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探索索心心血血管管奥奥秘秘，，与与死死神神抢抢生生命命
县医院心内科主任李永平为病人奏响生命乐章

李永平，济阳县人民医院
心内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医学
会心血管分会专科会员，济南
市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委员。
1982年毕业于济宁医学院临床
医学专业，1987年在齐鲁医院
进修普内科专业，1996年，前往
千佛山医院进修心内科专业。
从此，他开始探索心血管的奥
秘，并在心血管领域开始声名
鹊起，享有盛誉。

名院名医

通讯员 杜秀香 本报记者 杨擎

已成功挽回上千名危重病人的生命
“心跳，是世界上最美妙、

最动听的音乐，是生命跃动的
音符，它是生命悦耳的旋律，它
是生命欢快的歌唱。”济阳县人
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永
平说，心脏病却是潜伏在生命
之曲里的恶魔，它伺机而动，伺
时而伤，成为全球疾病谱里猝
死率、死亡率最高的杀手，扼
断了很多人的生命之弦。

李永平是善弹生命之歌
的乐手，三十年如一日，他把
救死扶伤做到淋漓尽致，默默
坚守在病房里，一刻也不曾忘
记“全心全意为病人”的宗旨。
并成功救治了上千名危重病
人的生命。

众所周知，急性心梗是心

脏病里最冷酷的杀手。大多数
患者，是由血栓形成于破裂的
斑块所致。保守治疗，住院死
亡率高达30%。于是，李永平带
领科室率先开展了急性心肌
梗塞溶栓治疗。

他们应用溶栓剂早期灌注
可限制梗死面积，增加左室功
能并减低充血性心衰的发生，
从而使急性期及长期心梗病人
的死亡率下降。冠脉内及静脉
溶栓治疗的应用，使病人住院
死亡率降低到了10%以下。

据了解，冠脉造影术目前
是常用的心血管病诊断方法
之一，尤其对复杂的心血管畸
形或冠状血管搭桥等手术前
诊断更是必不可少的。

2005年，李永平率先开展
了冠状动脉造影术和冠状动脉
内支架置入术，目前已成功开

展300余例。同时，冠状动脉内
支架置入术的开展更是让病人
住院死亡率降低到3%以下。

心跳停止半小时，死亡线上拉回来
医学的发展，从来都是以

挽救病人的生命为目的。近年
来，李永平带领科室陆续开展了
心律失常的规范性治疗、心包穿
刺抽液术及同步、非同步直流电
复律术等多项新技术，填补了济
阳县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几年前，章丘一名20岁的
小伙子不慎遭电击，120到现

场时，病人已经心跳呼吸停
止，一路上的胸外心脏按压，
病人未有任何反应。

李永平临危受命，负责该
病人的抢救工作。他沉着冷静
的为病人实施心肺复苏和非
同步直流电复律术，病人的心
脏开始跳动，呼吸开始起伏，
成功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

病人的母亲如梦初醒，她激
动地跪倒在李永平面前，泣不成
声。呼吸心跳停止半个多小时的
病人被李永平抢救成功，李永平
创造了医学的又一个奇迹。

青宁的一位村民，因农药
中毒发生呼吸抑制，气管插管
半个多月，家人几乎放弃了希
望，李永平却仍每日细心诊

治，时时观察，及时用药，病人
终于抢救成功，痊愈出院。

如此的事例数不胜数，几
十年来，众多生命在李永平手
里起死回生，他为病人赢得了
生命，也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提起李主任，领导、同事还有
经他诊治的人莫不对他一片
赞声。

李永平主任正在为患者听诊。 通讯员 杜秀香 摄

李永平

工作三十余年来，获得荣誉数十项
据了解，李永平工作30余

年来，先后被评为济阳县第四
届、第五届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济南市优秀共产党员、济
阳县卫生系统先进个人、济阳
县十佳医务工作者、济阳县

“十佳为民服务标兵”，并当选

为中国共产党济南市委第八
届党代会代表。同时，发表论
文近20篇，参加科研两项。

这些荣誉远远不能诠释他
几十年工作的成绩。李永平不只
医术超群，医德更是有口皆碑。
多年的辛劳，医生的责任，生命

的重托，病人的期望，他都一肩
承担下来，从不抱怨，从不言累，
也从不放弃一个病人的生命。

无数个黄昏，人们都在闲
庭信步，李永平却默默的坚守
在病房里，坚守着属于他的阵
地；多少个夜晚他夜不能寐，

一次次被叫醒，一趟趟踱量着
从家到医院的路程。

白天，黑夜，日升，月落，一
个个病人被送进心内科的病房，
李永平用双手轻轻拨动他们的
生命之弦，为众多病人弹奏起一
曲曲动听的生命之歌。

8877岁岁老老人人照照顾顾截截瘫瘫儿儿媳媳十十余余年年
耄耋老人李秀凤成四口之家“顶梁柱”

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曹媛

家庭巨变后，

老人撑起整个家

近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济
阳县曲堤镇温店村李秀凤家中，
门外铁丝上晒着几床被褥。推开
房门，映入眼帘的一幕是87岁的
李秀凤正照顾儿媳杜庆花吃饭，
餐桌上仅摆着几块饼干、一碗咸
菜和几碗玉米粥。

“十多年前，这个家庭还是
相当美满。”温店村副书记刘福
堂介绍说，儿媳杜庆花和儿子温
明海共同种有一个蔬菜大棚，收
入很可观，在村内属于中上等的
家庭，婆婆则在家照顾年幼的孙
子，一家人其乐融融。

天有不测风云。“十几年前，
儿媳妇在大棚上放苫子，一阵大
风吹来，把她吹倒在地，致使全
身瘫痪。”李秀凤老人说，全家人
花费所有积蓄为其看病，家中变
得一贫如洗，家具仍旧是当年儿
子儿媳结婚时置办的。

“家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平时性格内向的温明海一时接
受不了，神经慢慢变得比较衰

弱，后来直接不会说话了。慢慢
地也缺乏自我意识和工作能力
了，别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
么。”刘福堂说。

面对如此脆弱的家庭，李秀
凤老人却勇于承担起照顾家庭
的责任。“儿媳高位截瘫了，儿子
变傻了，我不能再逃避了，必须
要顶起这个家，带孩子们继续活
下去。”李秀凤说。

十余年来，

一把屎一把尿伺候儿媳

对于李秀凤老人而言，照顾
儿媳是家中最大的困难。“一开
始，儿媳妇什么都不能自理，吃
饭还得需要人喂。”李秀凤说，自
己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做饭，早饭
做熟后，再给儿媳把衣服一件件
穿上。

衣服穿好后如何将儿媳搀
扶到沙发上又是一个难题。“十
几年前，老人还有点劲儿，每天
让媳妇靠在自己背上再一步步
挪到沙发上。久而久之，老人也
变得体弱多病，天一冷就腰疼。”
刘福堂说。

如今，老人已无法背动100
余斤的儿媳，便每次喊来儿子一
起搀扶她到沙发上。“一坐就是

一天，尽量不移动。”李秀凤说，
碰到天气晴朗暖和时，还会将儿
媳扶到院子里晒太阳，杀杀菌。

“杜庆花经常大小便失禁，
老人就一把屎一把尿地伺候儿
媳妇。”刘福堂说，每天他家院子
里都会晒满尿湿的被褥以及大
量的湿衣服。夏天衣服薄且干得
快，冬天衣服厚难晒干，晚上则
在室内撑起竹竿继续晾晒。

在婆婆的精心照料下，杜庆
花的病情也有所好转。“原来一
句话也不会说，现在也能支支吾
吾地说几句了，脑神经有所恢
复，能听懂别人讲的话。伤心时
还会大哭，开心时也会笑。”李秀

凤说。

趁儿媳熟睡

老人去忙农田

家里四口人，两个中年劳力
都无劳动能力，家中经济来源来
自何方？“以前儿子儿媳健康时，
还能种蔬菜大棚，现在人手不
够，只能放弃大棚，依靠家中不
足5亩的田地。”刘福堂说。

“儿子脑子不好用，自己去
干农活也干不了，我不干谁来干
啊，全家人还得吃饭。”李秀凤
说，只能等儿媳睡熟后，让儿子
在家照看着，自己再去忙活农

田。“忙活一会儿就得回去，生怕
儿媳醒了儿子照顾不了。”

在庄稼收割之际，李秀凤的
孙子也会回来帮忙，搬运等重活
则交由孙子。“做饭、照顾儿媳还
是李秀凤的活，谁也替代不了。
由于老人天天运动，跑东跑西，
相对同龄人而言，身体比较硬
朗，也受太多罪了。”刘福堂说。

这样一年下来，家中收入仅
3000余元。“他们家所有值钱的
东西都是十几年前购置的，平时
也不舍得吃菜，更别说吃肉了。
老人一人也忙活不过来，也没法
养猪、养鸡赚点钱，实在很贫
困。”刘福堂说。

自古以来，儿媳赡养公婆是天经地义之事，老人照顾儿
媳却少之又少。在曲堤镇温店村有这样一个家庭，60岁的儿
媳高位截瘫十余年，无生活自理能力，61岁的儿子承受不住
压力变得神经衰弱，孙子在外打工无暇照顾家庭，而87岁的
老人李秀凤却成为这个四口之家的“顶梁柱”。

[“最美济阳人”]

老人为儿媳梳头。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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