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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面瘫近50年，没收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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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街坊邻居，不好意思收钱
陈俊德从十几岁开始做乡村

医生，“我一直觉得我这活儿就是
帮街坊邻居的忙，咋好意思要人家
的钱？再说了，那个时候都穷，人家
生病了本身就痛苦，再要人家钱人
家岂不是心里更不舒服。”陈俊德
笑着说，久而久之，陈俊德便养成
了这种习惯，看病不收钱。一直到
2007年之前，陈俊德都是以种地为
生。2002年开始到小营镇实验学校

医务处工作，才开始因为行医赚到
工资。

“我开始在村里当医生的时
候，长面瘫这种病人非常多，于是
我就开始研究怎么医治。”陈俊德
从小喜欢看医书，他从一本手抄本
的医书上看到了一种用针扎神经
的治疗方法，他觉得这种方法危险
性小，于是他便开始研究此法。

通过多年一边行医一边研究，

陈俊德医治面瘫的技巧越来越高。
只要治疗及时，经他医治过的患者
基本都能痊愈，且不会留下后遗
症。

陈俊德还自制了“手术刀”，
即一个像锥子一样的针，有一头是
尖尖的，大概有10厘米长，“这个长
度我握着给他们治疗方便，不长也
不短。”

陈俊德是滨州高新区小营街道办事处常园村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
医生，今年已经70岁。因为本村以及周围村村民得面瘫这种病的人比较
多，他20岁左右便开始研究治疗面瘫的方法，并研究出了一套治疗面瘫
行之有效的方法。陈俊德帮别人看病多年，却从未收取过一分钱。2002年，
他到小营镇实验学校医务处，才开始领取工资。

>> 看见面瘫患者就追着询问
牛先生是滨州高新区青田

街道办事处的一位村民，他5年
之前得过面瘫。“当时我正在赶
集，他看见我脸上贴着膏药就追
着问我在哪里治疗的，治了多长
时间，还告诉我不要钱，我当时
还以为他是骗子。”牛先生笑着
说。后来，经过牛先生打听得知
陈俊德确实会治疗面瘫，于是便
找陈俊德帮忙治疗。

经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的治
疗，牛先生的面瘫果真治疗好
了，“去扎了三四次就治好了，我
觉得人家帮忙治好了想给他钱，
他也不要，后来只能买点东西表
达表达心意。”牛先生说。“我还
给他介绍过很多得这种病的人
呢，他都给人家治好了，也不要
人家钱。”

陈俊德老伴儿郑秀珍告诉

记者，“他看见人家得面瘫这种
病就追着问，有一次在公交车上
他看见个小姑娘得这种病也上
去问人家，还给人家留下地址和
电话。”过了一段时间，女孩的妈
妈带着她找到陈俊德请他医治。

陈俊德行医治疗面瘫近50
年，没有收取这些患者的一分
钱，而且还都能治好。多年来，陈
俊德收到锦旗20多面。

>> 被查出绝症，欲找继承人
2012年，陈俊德被查出患有

肺癌，经过多次化疗后，陈俊德
现在身体正处于恢复阶段。三个
女儿一致坚决让他辞掉工作回
家静养，于是他辞去了学校的工
作回家静养至今。

“我治疗面瘫患者这么多，
基本都能给他们治好了，我治疗
的这套方法我也写不出来，我现
在查出了肺癌这个病，我就心思

是能不能收个徒弟，把这门手艺
传给他，让他继续帮助别人。”
陈俊德这话刚一说出，老伴儿郑
秀珍却极力反对，“他现在需要
的是静养，等他病好得差不多了
再说吧。”

陈俊德对于面瘫这种病非
常关心。经过他查阅资料，他认
为国外印度、埃及得这种病的人
比较多，国内的内蒙古、宁夏、甘

肃、青海、东北等地则比较多。
“我曾经有个梦想，就是背上背
包到咱们国内这些地方去给他
们医治，但是各种原因没去成。”

目前，陈俊德化疗的效果比
较好，他认为等过了春节，身体
就能恢复得差不多了，希望能有
人对治疗这种病感兴趣，能帮他
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有意者可
联系：15066987868。陈俊德拿着他自制的“手术刀”给记者看。

市人民医院门诊药房主管药师刘建云 >>

忙时，两小时调配154张处方
文/片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本报通讯员 郭庆花

>> 和买药的患者成了好朋友
推开门诊药房的门，一股浓

浓的药味迎面扑来。刘建云笑着
告诉记者，在门诊药房工作了16
年，现在她在药房里已经闻不到
有什么药味了，都习惯了，“而且
工作这么多年，每个药房的气味
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闻到的都
是中草药味，但是外面的药房和
我们医院里的药房气味是不一
样的。”门诊药房最多时每天接
触到的患者及家属要上千人。

刘建云告诉记者，许多经
常来买药的患者都和她成了好
朋友，有时还会给她的孩子买
些零食。

和刘建云关系最好的一位
患者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
十年前，这位老大娘来门诊药房
拿药，因为眼花看不清楚处方，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刘建云耐心
地帮老大娘调配好了药品，还耐
心地讲解了用药的知识和方法，

后来老大娘就和刘建云成了朋
友，每次来拿药都会找她。“后来
我就发现那个大妈总是给家里
的老大爷拿消炎药，我就叮嘱大
妈说这么大年纪了别总是用消
炎药，咱是为了患者健康，那患
者就信任咱呀！”这么多年来，每
当老大娘的孩子们出差无法来
医院取药时，就会给刘建云打电
话，而刘建云也会不辞辛劳把药
品送到老大娘的家中。

>> 药房上千种药品，她都一清二楚
在门诊药房里，储备着上千

种不同规格和类型的药品，而刘
建云对于这些药品是如数家珍。
每天来上班的时候，刘建云总是
会检查一遍药房里的药品，及时
登记缺货的药品，随时调整药品
库存，以方便患者取药。药品目录
更新换代比较快，每次更换刘建
云都会详细学习新的药品目录。

刘建云告诉记者，药品的商
品名、通用名和化学名是不一样
的，现在取药统一都由电脑上打
印出正规的名称，不会标注商品
名称，但是患者和家属只记商品
名，化学名都不知道，“很多患者
只记得商品名就来买药，这就要
我们把药品的各类名称都背过。”

在门诊药房的药柜上，记者

看到贴有集体学习的通知。刘建
云告诉记者，他们会定期组织开
展新药的学术活动和药品目录，
并与医生们保持定期沟通。在药
房没有电脑打印处方之前，她们
熟悉医院里每个医生的用药习惯
和书写习惯，“就是为了确保药房
准确，把药品配好，并且和患者沟
通答疑解惑。”

>> 注重细节，让患者感觉温暖
门诊药房的工作是枯燥

的，但是刘建云却坚持了16年。
“有时候家人也说，工作这么忙
都不能请假，而且回家衣服上
都是药味，但是一想到患者对
自己的理解和感谢，就觉得很
有意义。”刘建云这样告诉记
者，在药房窗台上经常有患者
遗落下的手机、钱包、文件等，
她都会小心地保管起来，“这些

年帮患者找回好多东西了，一
想到这些就特别有成就感，所
以还会继续坚持下去。”

每到夜班的时候，刘建云
还会准备一次性纸杯、热水和
大包的卫生纸，“因为夜间急诊
患者比较多。有一次，一个小伙
子和他妈妈来取药，当时在窗
口就发病了，我们赶忙递了杯
热水给他，慢慢才缓过来。很多

患者都来我们这里问有没有卫
生纸啥的，因为晚上商店都关
门了也买不到，所以我都给他
们备着应急，我觉得这是工作
的一部分，都习惯了。”

就是这些工作细节，让许多
前来取药的患者感觉温暖。刘建
云表示，她知道前来看病的患者
大多心情不好，所以就用这些方
式来和患者交流沟通。

在门诊药房工作了16年，最忙碌的时候120分钟调配了154张处
方；让每一位患者用上、吃上放心药和合格药，患者们早日康复是她
最大的心愿。她就是滨州市人民医院门诊药房的主管药师刘建云。

刘建云正在为前来取药的患者调配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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