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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泰山医学院薛雅卓教授，10年来常进社区服务

教教授授骑骑车车上上门门送送健健康康

泰山医学院教
授薛雅卓是泰安市
菜单式志愿者的优
秀代表，10年时间里，
她走街串巷，为社区
居民免费讲解健康
知识，其中有治愈病
人的欣喜，也有被误
解为骗子的无奈。但
她始终认为，自己的
医疗志愿服务是一
种双赢：服务了他人
健康，提升了自己的
医疗水平。

薛雅卓（前排左二）带领居民做健康保健操。（资料片）

身边
好人

本报记者 侯峰

走街串巷10年

传授医疗知识

薛雅卓是泰山医学院护理
学院基础护理学教研室的教
授，2004年开始做健康义工。近
10年来，她坚持下班就骑着自
行车出去，走街串巷地给老百
姓义务讲解医疗和营养保健知
识，测血压、查体、解疑答惑。

“看见这辆自行车，就知道薛大
姐来这里讲课了”，三联社区的
王先生说。薛雅卓很关注社区
健康教育，讲课的内容有健康
问题、营养饮食知识等，侧重于
日常保健。

岱岳区70多岁的老人赵先
生曾是薛雅卓的病人，赵先生
患有脑血栓，曾经不慎摔倒引
起脊椎骨折，在床上一躺就是
两个月，骶尾部压出了一个大

“窟窿”。赵先生的老伴按照医
生的要求，给他热敷、喂消炎
药，可病情反而更严重。薛雅卓
知道情况后，赶到赵大爷家里，
从自己的包裹里拿出小药箱给
他换药，经过8个月数十次的清
创、换药，赵先生骶尾部的“窟
窿”终于愈合了。自此，赵先生
逢人就会说起他的救命恩人，
他的老伴更是感激不尽，戴着
老花镜连夜缝制了一面锦旗，
送给薛雅卓。

3日，薛卓娅告诉记者，赵
先生前段时间不幸去世了，他
老伴痛不欲生，经常会找薛卓
雅倾诉，“干了多年社区服务，
我也积累了一些心理知识。以
前就经常和她交流，老人不容
易 ，希 望 能 够 帮 助 她 渡 过 难
关。”

曾被社区误解

被当成促销人员

薛雅卓身上有个“百宝袋”
从不离身，这个袋子里装着她
自制的护理用品：一根绳子加
一个握手就组成了恢复臂力的
拉力器，一个衣服夹子被改造
后就可以锻炼手指……在薛雅
卓眼中，健康护理并不是花大
钱才能办的事，只要掌握了医
学原理，很多东西都可以用来

护理身体。
2 0 0 4年薛雅卓到香港学

习，香港的社区健康教育给她
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香港，医
护人员到社区搞服务是很普遍
的事，市民们对这种服务认同
度也高。”自此薛雅卓开始做了
很多社区卫生服务方面的科研
项目。

刚开始，薛卓雅只是单纯
想做社区课题，不过在调查中，
她越来越感觉到泰城社区和香
港社区的差距，尤其在社区健
康教育方面，“很多社区居民对
健康知识了解太少，如果在调
查中能够给社区居民传授一些
健康知识多好”，一个简单的想
法在薛雅卓脑中形成，健康教
育义工的旅程自此开始。薛雅
卓先后到泰安市6个县市区和
泰城各大社区宣讲健康知识和
营养知识，还到小学、福利院、
抗癌协会等讲解健康知识和康
复锻练知识。

“在社区做讲座并不容易，
因为社会上以医药促销为目的
的健康讲座太多，市民反感，社

区对健康讲座也不太欢迎。”薛
雅卓说，有一次她去一个社区
联系健康讲座，工作人员上下
打量她，怀疑她是骗子，让她心
里非常难受。“经历了这些，倒
让我更加坚持健康讲座要保持
公益性，一旦掺杂利益，就会影
响居民对健康知识的认同。”

志愿服务是双赢

团队有2000多义工

在薛雅卓的带动下，泰山
医学院数百名师生组成了南丁
格尔志愿服务队，与泰安市聋
哑学校、泰安市儿童福利院等
建立了联系，定期上门开展志
愿服务；先后在十几个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挂牌建立志愿服务
基地，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城的
志愿服务网。“团队中还有很多
专业医护人员，是我们志愿服
务的骨干力量。”

目前，薛雅卓的义工团队
已经有2000多人，有她的同龄
人，更多的是大学生志愿者。他
们出入各个社区、乡村，不收取

任何费用，不接受任何礼品，义
务为群众讲解医改政策、合作
医疗使用方法，解答疾病防治
和营养保健等问题，还为一些
疾病潜在人群建立了健康档
案，便于以后随访和沟通。薛雅
卓一行人做义工没有固定场
合，街道、小区、公园、村庄，只
要有人需要，他们就会提供帮
助，现在不少社区和医院专门
设置了雅卓工作室。

“其实我始终认为，我们做
的公益志愿服务是一种双赢。
能把健康常识带给居民，他们
会从健康方面受益。而在给居
民做服务的同时，我们可以接
触最一手的信息，有助于我们
对疑难杂症的分析研究。我现
在发表的论文和著作，甚至是
评上省级精品课程的题目，很
多都是从志愿服务中得到的体
会。”薛雅卓说，很多医学院学
生踊跃报名社区义工，正是因
为能把所学专业和志愿服务结
合，这些学生也成为志愿服务
的一支重要力量。

本报泰安6月5日讯 (记者
薛瑞 ) 王志川是东平县公

安局特巡警大队教导员，也是
东平县的民警志愿者之一，一
个热心肠，深夜护送迷路老人
回家、开导劳教出狱人员，他

都干过。
2013年12月，王志川结束

夜间巡逻后骑车回家，走到龙
山大街时看到路边一位老人
情况不对，“老人走走停停，犹
豫徘徊。当了十几年警察，经

验告诉我老人肯定有事，我就
停下车问了问他是去哪，开始
他 特 别 警 惕 ，光 看 着 我 不 说
话。”王志川明白，三更半夜一
个民警站到自己身边，老人肯
定心里没底，他就放下车子，
扶着老人再次询问具体情况。

最终老人开口说话。老人
家住州城街道陈楼村，离县城
20多公里，已经70多岁，中午到
县城走亲戚，吃完午饭出门后
就 迷 失 了 方 向 ，老 人 很 少 出
门，不敢轻易问人，就自己在
城里面打转，从中午一直转到
晚上。“我觉得他从中午到现
在 应 该 滴 水 未 进 ，天 又 这 么
冷，如果任其这样转下去，非
冻出毛病不可。我就告诉了他
自己是县公安局的民警，可以
帮他回家。”王志川说，老人对
他很信任，就点了点头说了一
句麻烦你了。

王志川先给妻子打了电
话，让她做点饭给老人吃，又

打电话给朋友，让朋友开车把
老人送到自己家里。王志川的
妻子给老人准备了一碗热腾
腾的炝锅面，老人吃完面后，
王志川和朋友一起把他送回
了州城街道的老家。

近几年，接受过王志川帮
助的有近百人，有困难群众、
有劳教出狱人员、还有有着犯
罪前科的人，王志川常利用走
访时间到有犯罪前科的人家
里 走 访 ，宣 传 法 律 知 识 的 同
时，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有犯罪前科的人如
果不能得到帮助，出来后很容
易再次走上犯罪道路，所以能
帮就帮一个吧。”有一次，一个
年轻人因为接受不了周围人
的议论，要割腕自杀，王志川
知道后马上到了现场，经过他
的耐心开导，年轻人放弃了自
杀的打算。事后王志川还帮这
个年轻人联系找了一份正当
工作。

王志川的同事说他是个
热心肠，也是个好警察，敢打
敢拼、善打硬仗。在东平县维
护社会稳定、大型活动安全保
卫工作、抗洪抢险、山石集中
整治等各种工作中，王志川都
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先后被评
为“奥运安保工作先进个人”、

“攻克大案要案先进个人”、
“安全生产先进个人”、“2009年
度 泰 安 市 优 秀 共 青 团 干 部 ”
等。

王志川说，做民警志愿者
肯定要比别人付出的更多，但
每当看到有人能在他的帮助
下，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
益、违法人员能走上正途、自
己帮助过的人能过得开心，他
就会有很强的满足感。“警察
的本职工作得做好，志愿者也
得继续做下去，这样的生活
挺充实也挺有意义的。
穿上这身警服，心里
就得有市民。”

除了维护治安，王志川还要忙好多事

““穿穿上上这这身身警警服服 心心里里就就得得有有市市民民””

王志川常利用空闲时间走访群众，宣讲法律知识。（资料片）

2013年12月14日，本报组织
齐鲁名医新泰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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