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季善文
通讯员 郇恒吉 周广聪

贫困重症患者看病
他自掏腰包为他治疗

11月21日，来自四川资阳
的小伙孙志军（化名）在临沂市
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距离
他第一次来临沂求医已过去了
一年半。

天生患有严重的静脉畸
形，求医二十余年，四处求医的
费用掏空了本就贫穷的家，却
没有任何效果……28岁的孙志
军是一位重症血管瘤患者，他
的面部、脖子等处因疾病已严
重变形，刚来临沂时甚至连话
都说不清楚，孙志军当时已几
乎绝望。

直到他听邻村的人说，在
山东临沂有一位医生可以治疗
这样的重症血管瘤，小孙抱着
试试的态度来到临沂。接待孙
志军的就是临沂第三人民医院
医生、副院长刘学键。

找到刘学键时，孙志军病
情十分严重，变形的面部让他
无法和常人一样吃饭、说话、休
息，他费了很大劲才把自己的
遭遇说清楚，坐在他面前的刘
学键耐心听完，决定收下这个
病人。

“当时我没带多少钱，刘医
生也知道了我的情况。但我真没
想到，后来他会给我们这样的贫
困患者租房子、免费治疗。”说到
这里，孙志军有点激动。

类似被收留免费治疗的还
有湖北孝感的25岁姑娘苏小姗

（化名），她自幼被查出患有动
静脉瘤，求医数年，花光了积
蓄，更在无数次求医之后失去
了信心，甚至曾决定自杀，告别

这个世界。
“坦白地说，是刘医生在我

最绝望的时候拉了我一把。”苏
小姗说，“我去过很多大医院，
也找了很多大专家，但几乎没
有专家能像刘学键医生一样耐
心为我治疗，更没有人会像刘
医生一样收留外地贫困患者免
费治疗。”

为患者“超范围”服务
租房子找工作他都管

刘学键今年45岁，一直从
事重症血管瘤患者的救治工
作，最近几年里，他收治了大量
和孙志军、苏小姗同样经历的
贫困患者。

44岁的泰安男子冯正海，
因患血管瘤先后在临沂市第三
人民医院治疗两次，让他怎么
也没想到的是，自己后来竟在
医院得到了一份工作，而这个
工作，就是刘学键帮他找的。

老冯也是从小患有血管
瘤，这十几年一直四处求医，家
里很困难，平时靠亲戚朋友接
济。后来，他臀部、腿部的血管
瘤大出血，去了很多大医院不
能治疗，生命垂危之际找到了
刘学键。

接诊后，刘学键当即组织
人员进行救治，并成功切除了
重达十多公斤的肿瘤。后来，冯
正海来医院复查，刘学键考虑
到他的家庭情况，为了方便病
情观察和治疗，竟帮老冯在医
院找了份工作，安排了住处。

冯正海每次提起此事，都
难掩激动：“我曾去过很多医
院，也找了很多医生，没有一位
医生像刘医生这样，能把患者
当亲人一般对待，我现在临沂
已经工作有几年了，已把这里
当成了家。”

对于刘学键的行为，很多
同事、同行不太理解。“现在，医
患关系这么紧张，很多医生都
避免和患者发生过多的其他接
触，他自费租房子收留病人，帮
人治病，这其实冒着很大的风
险。”一位同事这样看待刘学键
的行为。

“说实话，我收留这些重症
患者，免费给他们治病，在外人
看来是冒着巨大的风险，但我
做了20多年医生，对这种病有
治疗经验，这种风险可控，而且
病人们也很配合。”刘学键说。

刘学键坦言，自己必须要
拉这样的病人一把，“因为很多
病人都是四处求医多年的患
者，他们找我时几乎已经绝望，
如果这时候不帮病人一把，他
们基本上就放弃治疗了。”

好名声口口相传
外省患者慕名前来

据统计，刘学键所在的科室
每年要接诊患者700余人，其中
半数以上的患者来自省外，不少

是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医
院介绍而来的疑难病例。

在几个全国性的血管瘤
QQ群里，刘学键更是名声在
外，来自外地的患者也多是病
人口口相传，慕名找到他。“找
到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更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医生。”湖
北女孩李妮娜(化名)对此感触
颇深。

6岁时，李妮娜被查出患有
严重的动静脉畸形，左额头的
畸形肿瘤越来越大，逐渐遮住
了整个左眼。李妮娜也曾四处
求医，花了巨额费用后得到的
只有失望，她甚至曾寄希望于
网络，却被上海一家医院骗去6
万余元。近乎绝望之时，QQ群
里的一位病友介绍她找到刘学
键，在刘学键的精心治疗下，李
妮娜被肿瘤“隔离”十多年的左
眼重见光明。

介绍李妮娜来临沂的是一
位四川小伙，名叫杨涛，他也因
患有动静脉畸形面部丑陋，后
来求医中也被骗过数次，直到
找到了刘学键，几次手术就为

他恢复了正常面容。“很多来这
里的患者都在网络上被骗过，
如果遇不上刘医生，我这辈子
可能都无法像个正常人一样。”
杨涛感叹道。

刘学键坦言，他收治的病人
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在求医过
程中，被个别不良医院诈骗，有
的患者甚至被骗去数十万元救
命钱，最后更是耽误了治疗。

“患者的这些遭遇，让他们
对医生失去了信心，如果我不
能善待他们治好他们，或者因
为他们没钱将他们拒之门外，
他们肯定再也不会相信医生。”
刘学键对于这种病号一直“来
者不拒”。

据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相
关负责人介绍，面对从生理、精
神再到经济上都备受煎熬的患
者，刘学键始终想的是如何才
能更好地帮助他们，从偷偷地
为患者垫付医药费，到带头给
患者献血，再到开自家车去火
车站接送患者，正是这样的一
桩桩善行义举，拉近了医患关
系。

病病人人无无钱钱住住院院，，他他自自费费租租房房收收留留
临沂医生刘学键帮不少贫困重症患者找回信心

装装上上脑脑起起搏搏器器，，患患帕帕金金森森1144年年重重新新站站起起来来
67岁老人成青岛帕金森病特材救助首例受益者

本报青岛12月4日讯（记者
刘腾腾） 年近七旬的老人

患有帕金森病长达14年，连吃
饭都不能自理，一个月前，老
人在齐鲁医院（青岛）进行了
脑起搏器植入手术，成为青岛
市“帕金森病特材救助新增项
目”的首例受益患者。现在，老
人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了。

12月1日，在齐鲁医院（青
岛）神经外科病房，监测医师张
红英手拿程控仪，平放在患者
王老汉植入脉冲发生器位置的
皮肤外，对植入开机的脑起搏
器进行了频率和电压调整。一
条条指令通过信号传送到脉冲
发生器中，调节着电刺激的强
度，张红英一边调整参数，一边
询问王老汉的感受，不断对其
肢体的活动进行测试，随时记
录数值。随着参数的调整，王老
汉的身体发生了明显变化：原

本不断抖动的左手安静了下
来，僵硬的胳膊变得柔软，走路
拖拉着的双腿也能抬起来了。

现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
气，这一系列的变化都预示脑
起搏器已经发挥出其应有的作
用。患者的老伴和儿女最为开
心，看到父亲终于能像14年前
一样正常行走，王老汉的女儿
甚至哽咽了。

今年67岁的青岛市民王老
汉患帕金森病已经有14年，王
老汉的老伴回忆说，儿女们工
作忙，照料王老汉的重任就落
在了自己的肩上。然而，随着王
老汉病情的加重，药也越吃越
多，每个月仅吃药一项就要花
费近千元，起初效果良好，逐渐
出现疗效减弱情况，同时伴有
便秘、失眠、心情抑郁等问题。

今年10月，由青岛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联合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青岛）共同建立的帕金森

病诊疗中心落户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青岛）。同日启动“帕金森
病特材救助项目”：每年有150
位符合条件的手术患者，可以
获得特材70%的报销比例。

在得知这一补助政策后，
王老汉的家人率先和医生联
系进行了评估。“一开始打算
6月份给我父亲做手术，后来
听说有特材救助项目，就等到
10月份成了第一个享受这项
政策的，算下来自己总共花了
三万多元。”王老汉的女儿
说。

据了解，自今年10月份“帕
金森病特材救助项目”启动后，
青岛市社会保险事业局每年定
额救助150例岛城帕金森病患
者，患者进行脑起搏器手术，
70%的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他
的医疗费用还能根据青岛的医
保政策继续报销，这大大减轻
了帕金森病患者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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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租房收留无钱住院的病人，免费为他们做长期治疗；
面对曾多次被骗的贫困患者，主动救治，挽回医生的形象……这些
善举都来自于临沂市第三人民医院一位叫刘学键的医生。在过去
几年里，齐鲁晚报记者曾数次采访过他，并亲眼目睹了他一再向素
不相识的贫困重症患者伸出救援之手。

刘学键带头为一位贫困患者捐款。 本报记者 周广聪 摄

医生监测王老汉术后的情况，显示状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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