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戈尔说“当乌云

被阳光亲吻时，它们就

变成了天空中的花朵”。

对患者来说，医生的真

诚 无 疑 是 最 灿 烂 的 阳

光，在获得帮助、得以

安慰中，疾病得到治愈。

真诚待人，做一名值

得患者托付生命的医者是

李俊峡的不懈追求与坚定

信仰。李俊峡常说：“无

论哪个行业，做人都是第

一位的。”

从医二十余年中，他

始终严以律已，恪守医德。

医生收红包被社会广为诟

病，李俊峡不但坚决拒收

红包，还千方百计想着为

患者节省费用，每年退收

红包达数万元。

“其身正不令而行。”

有着 20 多年党龄、还当过

6 年支部书记的李俊峡，在

工作中感触最深的是，你

要求下属做到，自己首先

要做到，你要求全体党员

优秀，自己首先必须优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

齐放春满园。”作为“班长”，

李俊峡意识到，只有每名

医生都优秀，科室才能实

现整体优秀。如今，科室

广大党员表率作用突出，

个个受表彰；群众干劲十

足，半数以上受过各级表

彰。科室医务人员也率先

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喊出了

“科室是我家，建设靠大家”

的口号。”全科上下形成“一

人有难大家帮、科室发展

大家想、发展成果大家享”

的和谐工作氛围。

“当医生就要像白求恩

那样，做一个值得人民群众

托付生命的人。”李俊峡时

刻以此作为激励自己的人生

信条。 “一个外国人不远万

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

利人。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正

直的人，是一个有着坚定信

仰的人。人只要行得端、走

得正，有自己的信仰与追求，

路就不会错。诚心做人是做

好一切的前提。”李俊峡说。

“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作为一名
医生，唯有用心学习，
潜心研究，才能解患者
之忧、除病者之苦。

2001 年，李俊峡被北

京军区推荐为“军区人才

战略工程首批出国研修人

员”赴日本进行深造。回

国后，他瞄准国内外心脏

疾病防治趋势，将心脏介

入治疗技术作为临床主攻

方向。冠状动脉支架术、

房颤电隔离术、先心病伞

堵术等一大批新业务、新

技术，在他的积极倡导和

参与下取得成功，扩大了

科室知名度。

2011 年李俊峡调入北

京军区总医院，带领心内

科团队积极开展高危冠心

病经上肢途径介入治疗，

复杂心律失常介入治疗，

经肾动脉消融治疗高血压、

心衰及心律失常等，近期

还在三维心脏内超声指导

下成功进行了左室乳头肌

室早的射频消融术。

李俊峡做过无数例手

术，但从未发生过一例纠

纷，谈起其中的秘诀，李

俊峡告诉记者：“我国著

名心血管病专家韩雅玲院

士的一句话，让我铭记一

生。”这句话便是，“要

时刻将每一台手术当做第

一台手术来完成。”“很

多出现问题的手术并非因

为难度大，多半是大意了。”

李俊峡说。

作为一名医生，唯有

用心学习，潜心研究，才

能 解 患 者 之 忧、 除 病 人

之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

识，李俊峡教授二十年如

一日，用心去做事，从而

使内心深处的“丰富”的

痛 苦 逐 渐 变 为 深 刻 的 感

悟，以专业成就精湛的技

艺。近几年李俊峡先后获

得国家自然基金重点课题

一项，全军十一五重点课

题、全军十二五重点课题

各一项、全军面上课题一

项，发表文章近 200 篇，

主编专著近十部，获得军

队及省部级一、二、三等

奖多项。

 同时，针对“如今的

指南太多、太过繁杂，基

层医生无从下手”的问题，

李俊峡倡导并建立了“心

血管病指南与临床论坛”，

如今该论坛已成功举办三

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

专家对指南的解读、通过

具体病例引导指南的应用，

将各个指南中的精髓提炼

出来，让基层医生拿过来

就能用得上。”李俊峡告

诉记者。

医者仁心。专业本
身内在的自信与自觉源
于对需要者的理解与帮
助。作为燕赵儿女，白
求恩精神一直激励着李
俊峡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尽心去帮助需要帮
助的人。

2006 年，李俊峡主动

向党组织申请到祖国环境

最恶劣的西藏地区代职一

年，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

原，头痛、恶心、呕吐等

高原反应折磨着他，但他

始终像高原官兵那样“缺

氧不缺精神”，以顽强的

意志积极投入工作。

他积极为当地医院发

展献计献策，成功移植内

地医院建设经验，帮助当

地制定完善一系列规章制

度。同时李俊峡还结合驻

地医院条件，帮助他们开

展新业务、新技术；并利

用查房、会诊等时机，向

大家传授自己长期积累的

临床经验；借助多媒体课

件、病例分析、要点讲解

等形式，帮助当地医生提

高技术水平。

代职一年，李俊峡带

领当地医务人员对高原高

发病、常见病进行研究，

先后开展新业务、新技术

3 项，进行高原课题研究 2

项、撰写论文 10 篇。李俊

峡跋山涉水，深入藏民中

间，热心为群众看病，分

文不取，老百姓眼含热泪，

一次次把哈达送到他手中。

“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

白求恩”的称号被藏民挂

在口头、埋在心中。

援藏期间的一个夜深，

李俊峡执行任务刚返回宿舍，

电话突然响了。一位援藏工

程师突发心梗、急性左心衰，

生命垂危。没时间做过多思

考，李俊峡一路跑回医院，

当时患者已全身青紫、意识

丧失、呼吸停止。李俊峡立

即指挥抢救，给予溶栓、胸

外按压、人工呼吸及一系列

抢救措施，3 小时后终于把

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防止患者夜间病情发生变

化，李俊峡在病房一夜未睡，

直到第二天患者病情稳定后，

他直接去了专家门诊。

“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博爱是医者
的一份责任，更是一
种信仰。

几年前，一位父亲

原本计划带 6 岁的严重

先心病患儿来找李俊峡

做手术，但半年过去了，

这位小患者仍没有来。

李俊峡甚为不安，因为

他知道患儿心脏病的严

重程度，如不在近期进

行介入手术，很可能失

去手术机会。李俊峡主

动联系患者家属才知道，

患儿父亲为筹措手术费

用，外出打工发生意外

去世了，并且未得到任

何补偿，患儿母亲为先

天性脑残，爷爷奶奶均

半身不隧，一家人生活

极为贫困。得知情况后，

李俊峡马上动身，亲自

将患儿接到医院，免费

对其进行手术，并发动

科室人员每年给其捐款，

目前已帮助患儿 5 年。

李俊峡行医 27 年来，

经他诊治的每名患者都

会收到一张印有其电话

的小卡片。在递上卡片

时，他会说：“随时打

电话。”一张小小的卡片，

一句淡淡的话语，承载

了李俊峡对患者的仁爱

之心，他以对事业的忘

我精神、对生命的无限

敬畏、对名利的淡泊宁

静，诠释着白求恩精神

的时代内涵。

在心血管病的治疗

方面，技术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心理因素同样

不容忽视。“很多时候

医生多一句关照、多一

分解释，能有效缓解患

者的焦虑情绪，对于患

者的治疗和恢复都非常

有益。这正应了特鲁多

医生的那句名言：‘有

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

总是去安慰’。”李俊

峡谈道。

“用奉献书写价值，

用荣誉装点人生，全心全意、

精益求精。因为，他心中

有一个使命……”这是北

京军区“为你骄傲”评委

会写给李俊峡的颁奖词。

高尚其德、高超其

术、至严其行、至仁其众，

从李俊峡的身上我们看

到了“北总人”的追求

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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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去做事

尽心去帮助

爱心为患者

诚心去做人

李俊峡：做白求恩式的好军医
▲本报记者  张雨  董杰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刚刚为一位 95 岁的急性心肌梗死的老红军做了急诊支架手术。”为如此高龄、如此高级别的患

者做急性心梗手术，风险可想而知。可他却说：“老首长为革命出生入死，无论担多大风险，我们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手术很成功，

患者和家人也很高兴。”轻描淡写间，尽显其为人的坦诚与技术的高超。

这位儒雅又让人倍感亲切的医者，正是北京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李俊峡教授。他曾两次荣立个人二等功，两次个人三等功，两

次集体三等功，荣获北京军区“为你骄傲”及全军青年学习成才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获得军队及省部级科技进步或临床成果一、二等奖多项。

李俊峡常说，医生要敬畏生命，怀揣四心，“诚心去做人、用心去做事、尽心去帮助、爱心为患者。”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李俊峡教授（右一）为患者做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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