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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她“死心眼”：工资一个月
1600元，一年不到2万元；跟着村里种
香菇，一年少说 5 万元……可杨晓丹
不这么想，她说自己从来没这么算过
账，“干村医21年了，最开始就是想帮
乡亲们解除病痛，现在还是这样。”

看乡亲被病痛折磨
她选择当一名村医

今年 42 岁的杨晓丹是桓仁满族
自治县古城镇洼泥甸子村土生土长
的村里人，祖辈就在这里居住。她
说，小的时候，村里的卫生所就在自
己家对面。

杨晓丹常去卫生所玩，有时就帮
忙拿点药，看到很多乡亲们被病痛折
磨的情景。“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来看
病的时候，”杨晓丹说，老人还好，再
痛苦也是忍着，自己最怕的就是听到
小孩子的哭声，“小孩不会装假，真是
哭得撕心裂肺。”

杨晓丹至今记得9岁那年的一个
冬夜，村里一名妇女因为两口子闹矛
盾喝了农药，被送到卫生所时人已经
快不行了，村医紧急灌肠洗胃，终于
把病人抢救过来。

杨晓丹就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
成为一名村医，能够帮助乡亲们解除
病痛，不再受折磨。1997 年 12 月，她
终于有了心愿达成的机会：卫生所因
为人手不够，招人帮忙。

杨晓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穿上
白大褂的她看上去并没有医生的严
肃劲儿，反倒是多了一份成熟和可
亲。而此时，她的同龄人不论是考学

还是打工，更多的选择是离开农村。

苦练医术
更要有责任心和服务心

自从上班，杨晓丹就像长在了卫
生所。白天，她跟着所里的医生给乡
亲们看病，学习怎么问、怎么看、怎么
听；晚上，就在卫生所里看书学习基
础知识……

过去，村里小孩一有病就得送到
40公里外的县医院，因为小孩血管细
很难扎针。杨晓丹自己做了一个仿
真胳膊布袋，每天一有空就练习扎

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她掌握了为
患儿扎针的要领，村里孩子得病再也
不用送县医院了。

因为勤学好问，杨晓丹很快就能
独立出诊了，“有些头疼脑热或者离
得近的，自己到所里来；严重点的或
是离得远的，就得上门去看。”洼泥甸
子村沿公路两侧有10多里地，杨晓丹
每天都要走上几个来回。

2003年，杨晓丹又自费报名参加
了本溪市卫校开办的中西医结合学
习班，4年时间里，她每个月都要从村
里走到镇里坐小客到县城，再坐大客
到市内，学费、路费、宿费、吃饭都是

自己花钱。
有了更高的医术，才能更好地为

乡亲们服务。不过杨晓丹认为，对于
一名村医，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和
服务心，因为很多乡亲舍不得花钱去
大医院看病，常常会耽搁病情。

2012年5月，村民刘洪军到江边割
草时被蜜蜂蜇伤，严重过敏，杨晓丹火
速赶到现场为其处理了伤处，刘洪军说

“回家歇会就好了”。可杨晓丹知道危
险并没有最后解除，自己拿出1000元
钱帮其转到县医院进一步治疗。

为让乡亲们在出现急病的时候
能及时出诊，杨晓丹的医药箱随时带
在身边，里面备齐了各类药品和器
具。赶上夜间出诊，就得父亲或是丈
夫陪着。

2013 年 7 月的一个深夜，村民陈
明波因为吃了放坏了的饭菜出现食物
中毒，腹痛严重并伴有高热症状，十分
危险。被敲门声惊醒的杨晓丹抓起药
箱就赶了过去，诊治后一直观察病情
到天亮，直到患者症状完全消失。

没有节假日，没有固定饭点，杨
晓丹一年接诊 7000 多人次，其中有
200 多人次是在患者家中现场救治。
只要乡亲们需要，她随叫随到，每一
户百姓家都能成为她的诊室。

没想过挣多少钱
“乡亲们需要我”

21年来，杨晓丹从来没有为自己
的选择后悔过。她也知道，“同龄人不
管是考学出去的、出门打工的、承包种
地的，都比我强。当村医收入在村里

算是中低水平，但是乡亲们离不开我，
我就充实自己、服务好他们就行了。”

不仅如此，这么多年来乡亲们看
病拿药还有不少“呆死账”，虽然都记
了账，可一个人三五元、最多也就几
十元钱，十几二十年过去，谁还能张
嘴要呢？

有人给杨晓丹算了一笔账：1997
年她到村卫生所的时候，一个月才
200 元钱，那个时候哪怕就是出门打
工，一个月最少也得一二千元。虽然
后来村医工资也涨了，可是她一个月
挣 1600 元的时候，村里发展种香菇，
像她这样的一年能挣五六万元。

因此，总有亲属劝说杨晓丹“别
干了”“3 年还赶不上种一年蘑菇呢”

“你这 21年得少挣 100万”，杨晓丹知
道大家都是好心，笑一笑不说话，可
是私下里却对丈夫说：“给乡亲们看
病就是我的初心，希望你能支持我干
一辈子。”

现在，杨晓丹又利用互联网给乡
亲们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成了全村
532 户 2000 多名乡亲的“健康保姆”，
而村民的病历更是装在了她的心里：

“糖尿病患者 73 人，60 岁以上老
人 300 多人，其中有心脑血管疾病的
100 多 人 、老 年 常 见 病 的 160 多 人
……”每一位病人什么时候吃药、谁
什么时候需要复检，她都一清二楚。

21年的村医生涯，也许唯一让杨
晓丹有些遗憾的就是对孩子的影响：

“最不想学医，因为小时候总是把他
一个人撂在家里，可能是被撂怕了。”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本溪
主任记者 金松

温暖2019 我是辽宁人

当村医21年 她成2000多人“健康保姆”

今年 4 月，抚顺市民王先
生在一家小超市购买商品被多
收 3.8 元。他发现后要求超市
进行赔偿，但超市只同意退还
多收的 3.8 元。王先生就此事
投诉到 12315。最终双方经调
解就赔偿达成一致，超市依法
向王先生赔偿500元。

今年4月中旬，王先生在抚
顺市新抚区站前的一家小超市
购买标价 14.9 元的商品，结账
时超市向王先生收取 18.7 元。
发现被多收3.8元后，王先生向
超市提出赔偿要求。

王先生保存了购物小票，还
对货架价签进行拍照，保存了相
关证据，希望超市能按消法进行
赔偿，但超市不同意。超市强调
多收3.8元是工作疏忽忘记调整
电脑价格，因此只同意向王先生
退还多收的3.8元。

王 先 生 就 此 事 投 诉 到
12315，被转诉到抚顺市新抚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消保科。

“通过调解，超市在6月初
同意向王先生赔偿500元。”6月
17日科长刘刚表示，此类投诉
应在60个工作日内完成调解，
如果双方未在时限内达成一
致，消费者可诉诸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经营者
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
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
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
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
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

“在王先生的投诉中，超市
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为18.7元
乘以 3，因不足 500 元按 500 元
赔偿。”刘刚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毅

新车入手总忍不住要开车出去
转转，新车在号牌发到手里之前，有的
地方会有段等待的时期，有临时号牌
就能“走天下”？小心“越界”被处罚。

6月11日中午，锦州市高速公路
一大队的民警在京哈高速公路凌海
服务区执勤时，就处理了一起因对临
时号牌了解不准确而违法的新车
主。“当时是因为发现一辆白色轿车
未悬挂机动车号牌，对该车进行了检
查。”副大队长王旭说在检查中，该车
的驾驶员出示了驾驶证和行驶证，还
有一张临时号牌。当时驾驶人辩解
自己的车是新买的，行驶证已经由北
京车管所制作，但号牌还在制作中没
有下发。他认为自己的车有临时号
牌，因此自己的行为是合法合规的。

但执勤民警对其提供的相关手
续，尤其是临时号牌进行检查后却发
现了问题。临时号牌上有 8 个醒目
的字“限定在区域内行驶”，“这个临
时号牌只能在北京地区使用，不可跨
辖区使用。”民警对驾驶人进行解读，

因他驾驶该车到辽宁行驶，实际上是
属于驾驶机动车未按规定悬挂号牌
的行为。随后，执勤民警立即将其带
回大队，按照“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
未按规定悬挂机动车号牌”，对驾驶
人作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

的处罚。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员，机动

车临时号牌是未取得机动车号牌的
车辆，到车辆管理机关领取的一种准
许临时行驶的证件，车辆凭临时号牌
可在限定的时间、道路内临时行驶。

由此可见，机动车临时号牌是有时间
和行驶地域限制的。驾驶人可通过
颜色进行简单区分。

浅蓝色的只能在本行政辖区
内行驶，粉红色的可以跨行政辖区
使用，同时它们都注明了有效期限，
驾驶人应该注意在该时间段内使
用，上路使用前一定要看好，避免被
处罚。

而对超过有效期的“报废”临时
号牌，车管部门不负责回收，交警也
提醒驾驶人要妥善处理，千万不要拿
它出来“唬人”。使用过期临时号牌
会按不按照规定悬挂号牌被处罚，使
用别人的临时号牌则会按照“套牌”
被处以 2000 元罚款，如果把上面的
内容涂改成自己的信息，后果就更严
重了，这种行为属于“伪造、变造机动
车号牌”或“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
牌”，有可能面临治安拘留甚至被追
究刑事责任。

张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驻
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临时号牌“一牌走天下”？听交警咋说 超市多收3.8元
消费者获赔500元

6 月 12 日晚，一名本溪的 6 岁男
童从二楼摔下受伤，家属紧急驾车从
本溪赶往沈阳，因不熟悉路况找不到
方向，家属求助高速口的执勤民警。

接到求助的沈河民警立即驾警
车引导赶往医院，直到男童被推进手
术室，民警才返回工作岗位。

昨日上午，沈河警方回忆：“当晚
11时17分，一辆私家车停在了沈河分
局东陵警务站旁边，车上的人匆忙地
向我们求助，称车上有个 6 岁小孩摔

伤需要紧急来沈就医，但不熟悉路
况。”值班民警问明来意后见事态紧
急，立即驾车准备引导该车辆赶往
医院。

后来民警慢慢了解了事情经过，
这名来自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的
男子是孩子的父亲，12日下午5时30
分，6岁的孩子从二楼家里摔下来，腿
部受伤骨折，家人十分着急，立即驾
车从本溪赶往沈阳找医院治疗。然
而行驶途中孩子却一直喊腿疼，这让

他们一家人十分焦急，而且他们对沈
阳路况不太熟悉，加上夜间行车看不
清方向，车开着开着就顺着高速指示
牌来到了东陵收费口，正在他们为找
医院发愁时，几名警务工作站执勤民
警出现在车辆前方，于是他们立即上
前求助。

值班站长赵峰、辅警王喆、马振
宇、祝子龙启动警车，开启警灯在前
面引导，孩子的爸爸驾车一路跟随，
途中孩子表示腿部疼痛加剧，为了不

耽误孩子就医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
行车颠簸对孩子疼痛造成的影响，赵
峰让同事继续在前边开路，自己上后
边车里安抚孩子，并用手台联系警车
保持稳定地匀速前行，大约 10 分钟，
车辆抵达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
院。民警、辅警与家属一起将孩子从
车里抬出送到三楼急诊室，直到医生
给孩子做上手术，他们才放心地离开
返回执勤岗位。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鹏

本溪6岁娃坠楼受伤 警车开道及时送医

小伙子的临时号牌为浅蓝色，核发地为北京，他用这个临时号牌在辽宁
锦州行驶，因不按规定使用号牌被处罚。 交警供图

杨晓丹正在观察因发烧打滴流的孩子。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