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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强是一个人名，也是医院的名字，以
自己名字命名医院的人，叫李武强。在三
门峡市乃至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地区，这家
医院声名显赫：它是国家二级中医医院，是
中日友好医院牵头的全国医联体参与单
位，是黄河金三角地区颈肩腰腿疼诊疗领
军品牌，是河南省“特色中医专科”，是三门
峡市中医疼痛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作为医院创办人的李武强，既是院长，
又是头号专家、副主任医师。从医以来，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原健康好卫
士、三门峡市“劳动模范”、优秀医师等荣誉
称号，多得数也数不清。一句话，武强和他
的武强医院，已经成为黄河金三角地区医
疗战线上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

一

李武强是陕州区西李村乡人，1971 年 6
月出生在熊耳山下的赵沟村。

熊耳山一带丘陵起伏，沟壑纵横。赵
沟村近 300 口人，散居在一面阳坡上。村子
离最近的集镇，即乡政府所在的李村，八九
里地，但中间隔着两三道沟，不通公路的年
代，人们出趟门也不容易。说来奇怪，赵沟
人不姓赵，除两三户其他姓氏人家外，清一
色姓李。但李武强之李，还不是赵沟村的

“原生李”。
李武强的爷爷原是渑池县西村人，三

四岁时，被拐卖到洛宁县，后又被卖到邻
县，最终被陕州区赵沟村一位孤苦伶仃的
老人收养。凭着生活磨炼出来的机灵，凭
着坚韧的性格和勤劳的双手，李武强的爷
爷 不 但 养 活 了 自 己 ，还 拉 扯 大 了 三 男 三
女。老人去世后，李武强的父亲作为长子，
继承了两孔土窑洞，也继承了吃苦耐劳的
坚韧品格。

30 多岁起，李武强的父亲因农活劳累，
身上一些部位经常出现疼痛，山沟里常见
不着医生，他就摸索着给自己按捏。时间
长了，他竟无师自通，缓解甚至治好了自己
身上的不少病痛。于是他由己及人，田间
地头，瓜棚菜架，凡是村民有需求，他都不
吝伸手救治，以至于方圆 20 里内有人困痛，
都会找他按按、推推。一双从未学过医的
灵巧双手，成就了一段乡村传奇。虽然没
上过几年学，但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知识
改变命运。所以对儿孙读书要求极严：“你
们 必 须 好 好 上 学 ，只 有 学 习 才 能 走 得 更
远。”他反复叮咛下一代：“你上学，我供给，
上多久，供多久，上多远，供多远。”这拳拳
之心，是严格要求，也是郑重承诺。

二

肩负着几代人的期望，李武强高中毕
业，考入郑州医专，从此与医学结下不解之
缘。3 年苦读，奠定了他的人生走向。毕业
后，由于成绩优异、表现良好，他被郑州市
颈肩腰腿痛医院录用，有了一份固定工作
和收入。这个医院，是他走向社会的起点，
更是他的福地。他不但在此学到了本领，
而且收获了爱情，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
的南阳姑娘吴伟。

这家医院的院长邵福元，是治疗颈肩
腰腿痛的知名专家。他把中医推拿按摩手
法与西医解剖理论相结合，创立了“痛苦
小，见效快”的“邵氏疗法”，曾于 1982 年获
得国家专利。能师从邵院长，李武强感到
十分幸运，他一头扎进医学的海洋里，一边
努力工作，一边刻苦钻研。从理论到临床，
从医术到做人，他像一块永不满足的海绵，
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师长的要义精髓。老院
长感动于山里小伙的真诚和勤奋，倾其所
能传帮带。李武强在这块难得的天地里，
奋力展翅翱翔，一棵幼苗就要长成大树。

一切似乎都趋向完美：山里娃走出了
山沟，农家孩跳出了农门；身处省会城市，
身边还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多少家
乡同龄人羡慕不已，李武强夫复何求？

只有他知道心里的苦楚。由于家贫，
从高中到医专，父亲供他上学，几乎借遍了
全村乡亲。高中阶段，每逢假期，他就到附
近的石料场干小工挣学费。往往不到 20
天，就会磨坏母亲纳成的一双新鞋。医专
3 年 ，他 利 用 节 假 日 给 人 打 工 ，才 勉 强 完
成了学业。几年累积，不管怎样压低生活
费 用 ，还 是 欠 下 6000 多 元 外 债 。 这 6000
多元，如今不是大数目，但在万元户稀少
的年代，对山区家庭来说，不啻一座沉重
的大山。李武强给自己算账：眼下月收入
40 多元，租房等生活费用占去绝大部分，
剩下余钱还清账，恐怕要到猴年马月。况
且家中弟弟还在读书，数不清的窟窿都需
钱填补。几年后要结婚成家，在郑州买房，
那更是想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省会虽
好，“居大不易”，岂是久留之地？

那时正是 1992 年，“东方风来满眼春”，
改革开放进入全新的阶段，全中国掀起“下
海”热潮。李武强被这股热潮所激荡，祖辈
和父辈传下来的坚强、勇气，通过血脉在他
年轻的体内澎湃。他与吴伟商定，到南方
去，“下海”试试身手。他们把想法告诉院
长，院长表示理解和支持：“年轻人去闯吧，
有什么难处，再回来找我。”

两个人揣着辛苦积攒的一点积蓄，踏
上了南下的列车，投奔吴伟的一个远房亲
戚。亲戚热情接待了他们，可是找工作立

足，只能靠自己。商品经济的大海波涛汹
涌。涉世不深的他们，哪里知道深浅。时
间不长，积蓄花光了，依旧茫然无路。乘兴
而来的两个青年，只好铩羽而归。

接下来怎么办？他们徘徊在人生的十
字路口。李武强突然想起半年前的一件
事。那时他还在郑州上班，回乡探亲时遇
到一个疼痛病人，百治无效，李武强当场试
着按“邵氏疗法”推拿，病人的病痛即刻减
轻。最终这位病人在李武强所在的医院治
好了病。出院时，这位病人拉着李武强的
手诚恳地说：“李大夫，咱三门峡得这种病
的人不在少数，就是没有这样的专科医生，
你咋不回去给老乡们治治病？”

言犹在耳。回乡创业，自立门户！家
乡或许正是他们施展拳脚的那片“蓝海”。
两人收起简单行囊，立马付诸行动。

然而，创业谈何容易？拦在路上的第
一只“猛虎”是资金。钱从哪里来？千折百
难 ，最 后 他 们 通 过 亲 戚 ，总 算 借 到 了 1 万
元。两人在市区上阳路半坡，租下两间旧
门面房，挂起推拿按摩的诊所牌子，两张
床、两个人，便是全部。

第二只“拦路虎”是病员。比起郑州，
三门峡是个小城市，当时此类专科诊所还
很少。人们只知道推拿按摩可以放松筋
骨，不信能治什么大病。门诊开张了，却鲜
有人问津。即使偶有病人上门，一看是两
个年轻人，扭头就走。两个年轻的创业者，
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

第一个上门就诊的，是一位有严重颈
椎病的老太太。老太太在多家综合医院治
过，但病情反复，一直未愈。听说开了个专
科诊所，特意赶来试试。两人高度重视，运
用学到的“邵氏疗法”，精心施治，同时不厌
其烦地给病人进行心理疏导。几个疗程过
后，收到奇效，老太太及其家人喜出望外，
逢人便由衷夸赞，成了诊所的“活广告”。

接着来看病的是一个年轻人，患有腰
椎间盘突出症，辗转几家医院疗效不佳。
年轻人的准岳父母悄悄询问李武强，这病
到 底 能 不 能 治 ？ 若 治 不 好 ，就 不 能 让 闺
女 嫁 给 他 。 李 武 强 深 感 责 任 重 大 ，他 仔
细 研 究 患 者 病 情 ，制 定 针 对 性 的 科 学 方
案 。 经 过 一 段 治 疗 ，年 轻 人 痊 愈 出 院 。
结 婚 之 日 ，新郎喜气洋洋给诊所送来了喜
糖和感谢信。

推拿按摩，别人一次用时 30 分钟。他
们为了达到理想的疗效，直到病人满意为
止。有些患者半夜发病，他们就随叫随到，
及时上门服务。有些特殊工种的慢性病
号，只有夜里零点以后才有空治病，他们就
调整自身，为病人治疗服务。

生活没有规律，工作没有时限。“五加
二”“白加黑”，他们像不知疲倦的永动机，
日夜兼程，加倍付出。真心换真心，病人真
正感受到了：这两个拼了的年轻人，是可以
安心托付的医生，良好的医患关系在一点
一滴中建立了起来。

更令人感动的是，两个为资金所困的
年轻人，开起诊所来，却不以金钱为重。患
者进门来，先看病后交钱。推拿治疗一次 4
元，当场付钱也行，有效果后再付也行。遇
到拿不出诊费的病人，什么时候有钱再给
也可以……时间长了，诊所的口碑越来越
好。

治疗效果 好 ，服 务 态 度 好 ，看 病 收 费
少。这“两好一少”的美名不胫而走，李武
强和他的诊所打开局面，迈出了艰难的第
一步。

三

络绎不绝！门庭若市！
两间门面的小小诊所，已经满足不了

日益增多的病人需求。李武强夫妇决定另
觅新址，拓展业务，扩充队伍，提升服务能
力。 2001 年 1 月，他们向卫生主管部门申
请，将诊所升格为颈肩腰腿痛专科医院，在
市区文明路租下三层门面楼挂牌开业。三
门峡市第一家民营医院由此诞生，李武强
稳稳地迈出了第二步。

医院各项业务在他们设定的轨道上高
歌猛进。2017 年 12 月，他们筹资在市长途
汽车站附近，建起新的医院大楼（东区），与
文明路的老院区（西区）、新开的渑池分院
以及涧河社区第三卫生服务站一起，构成
全新的“武强中医院”。李武强创业，完成
了漂亮的“三级跳”。

32 年过去了，武强医院长成了今天的
参天大树：由租赁的两间 20 余平方米的推
拿诊所，发展到产权自有的 15000 余平方米
的现代化医疗大楼；从 2 人初创到拥有 200
余人的员工团队；从 2 张 按 摩 床 到 205 张
开 放 床 位 ；从 盼 人 上 门 到 年 门 诊 将 近 10
万 人 次 ；从 单 一 的 颈 肩 腰 腿 痛 推 拿 到 脊
柱 、风 湿 关 节 、各 类 型 疼 痛 、颈 肩 腰 腿
痛 、运 动 康 复 等 科 室 细 分 闭 环 治 疗 ；从
没 有 一 件 像 样 的 检 测 器 具 ，到 核 磁 共
振 、彩 色 B 超 等 各 种 大 型 检 查 设 备 应 有
尽 有 ，武 强 医 院 滚 雪 球 般 越 来 越 大 ，武
强 之 路 越 走 越 宽 广 ！ 可 李 武 强 却 更 加
清 醒 地 意 识 到 ：现 在 依 然 不 能 停 歇 ，依
然 需 要 滚 石 上 山 。 医 院 的 看 家 本 领

“ 武 强 推 拿 ”此 时 已 远 远 不 够 用 ，医 院
的 业 务 能 力 亟 待 全 面 提 升 ，而 最 快 最 有
效 的 办 法 ，就 是 在原来的基础上，千方百
计学习外地经验，引进不断涌现的先进成

熟技术：
1997 年 3 月，医院从南京引进“小针刀

治疗技术”，成功实施手术；
2001 年 9 月，医院开展胶原酶溶盘术盘

外法手术；
2005 年 11 月，医院开展臭氧椎间盘溶

解术；
2009 年 9 月，射频热凝椎间盘成形术在

武强医院成功开展；
2010 年 1 月，射频脉冲治疗三叉神经痛

手术在武强医院成功开展；
2012 年 6 月，椎间孔镜治疗椎间盘技术

在武强医院成功开展。
学习，引进，实践，不是简单地照抄作

业。医院要求，任何好技术，必须结合自己
医院病人的特点，借鉴消化后再创造，从而
成为自己更上一层楼的本领，使每一项外
来技术都能达到一流疗效。

为 此 ，作 为 院 长 的 李 武 强 率 先 垂 范 。
为学好“小针刀”技术，他三赴南京，登门求
教。掌握基本要领后教给大家，并让人在
自己身上先试，以便找到准确部位，达到理
想效果；开展“针刀镜”技术时，他不厌其烦
模拟操练，并严格要求大家在为病人施行
手术时，精准到“把医生的眼和手放进关节
里”；为了琢磨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射频技
术，他曾在半夜睡梦中大喊“两个赫兹”。
两个赫兹是指扎针进行电刺激时，病人面
部相应区位的肌肉每秒钟会跳动两下——
这是手术成功的理想效果。他像雷达捕捉
信号一样，时时关注每一项相关的新技术，
一经发现，便长时间陷入痴迷状态，四处搜
寻有关资料，反反复复观看、揣摩。他说，
那种状态就是活脱脱的“魔怔”。

不 经 一 番 寒 彻 骨 ，怎 得 梅 花 扑 鼻 香 。
医院，是新技术的竞技场，院长一马当先，
总 结 多 年 临 床 经 验 ，创 建 中 西 医 结 合 的

“序贯疗法”；身后万马紧随，各路诸侯各
显 其 能 ：医 师 学 习 白 求 恩 ，“ 精 益 求 精 ”；
护 士 看 齐 南 丁 格 尔 ，锚 定 卓 越 。 你 追 我
赶，热气腾腾。整个医院的医疗水平进入
一个新高度。

规模大了，人员多了，另一个重大考验
是管理。身后到底是一群一盘散沙的乌合
之众，还是能打胜仗的坚强集体，时时压在
当家人李武强的心头。经过不断摸索完
善，武强中医院建立起一套符合自身特点
的管理机制：

用人机制。已有人员中，不管是家人
还是亲戚，必须重新学习，按照新的用人标
准，考核录用，定职定岗，不合格者淘汰；新
进人员面向社会招聘，从专业对口的大学
生中择优录用，优化人员结构，试用后不适
应者予以清退。

与公立医院一样，该院推行层级负责
制。院长、副院长以及各科室主任都须经过
一轮又一轮的严格考核，才能上岗履职。凭
业绩用干部，进退升降，没有终身制。

至于技术职称晋升，医院尽一切可能
为每个人才打通职业通道。员工通过学
历、资历、临床能力等指标考核后，“即评即
聘”，不受职数限制，大幅度缩短人才成长
周期，重点吸引青年专业医师扎根发展。

薪酬机 制 。 医 院 不 惜 重 金 ，从 外 地
请来专家，针对医院特点，精心设计了一
套“PC”管 理 制 度 ，这 套 制 度 简 单 来 说 ，
就是加入成本理念，多维考核，兼顾效率
与公平。

员工酬薪，主要由基本工资与绩效工
资两部分构成。基本工资以职务、职称、院
龄等为核心指标，体现员工资历与岗位价
值；绩效工资根据每人的工作量、工作质量
及所付成本动态调整，突出“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的原则；二线员工绩效按一线员工
平均数的百分比考核计发，既保障基本公
平，又强化一线服务导向。为保障这些措
施落地，医院专门成立绩效办公室，月月对
照各项标准，逐条考核。从院长到基层员
工，没有人知道自己月底的薪酬是多少，每
次都在变动之中。

奖惩机制。奖励对象重点针对个人，
特别现象也可针对科室。奖励分为大会表
扬、书面通报表扬，授予先进工作者称号、
标兵科室等，适当给予物质奖励。表现特
别突出者，由医院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争取
更高一级的奖励。这些荣誉，皆作为年终
绩优奖的依据。除了使“有为者有位”外，
还要让“有德者有得”。

惩戒主要是针对员工行为规范、职业
道德、质量管 理 等 方 面 做 出 的 规 定 ，违 规
者 由 绩 效 管 理 办 公 室 依 规 处 罚 ，不 用 层
层请示。

赏当其赏，罚当其罚，按标准干事，让
制度管人，运行 机 制 各 循 其 道 。 从“ 夫 妻
店 ”的 散 兵 作 战 ，到 团 队 的 规 范 运 行 ，从

“ 我 ”到“ 我 们 ”，李 武 强 打 赢 了 他 自 己 的
战争。

四

武强医院的院训是简单的两个字：厚
德，出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为何是这两个字，李武强讲了一个故
事。

有一次，他给一位女子做常规的“小针
刀”治疗，在与病人术前交流时，病人突然
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凭您处置吧！”

虽是一句戏谑之言，但当时的李武强却感
到极大的震撼：医生是什么？当病人无条
件把健康甚至生命托付给你的时候，医生
是什么？医生的职业道德在哪里？究竟该
怎样面对相信你的病人？

他想起两段古人的语录。一段是唐代
医药大家孙思邈《大医精诚》里的话：“凡大
医治病，必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众生
之苦……对求救者，不管贵贱贫富，长幼美
丑，是亲人还是仇人，是交往密切还是一般
往来，是汉是夷，是愚笨还是聪明之人，一
律同等对待……见彼苦恼，若己有之。”

另一段是明代医学家裴一中《裴子言
医》里的话：“学不贯古今，识不通天人，才
不近仙，心不近佛者，宁耕田织布取衣食
耳，断不可作医以误世……医，神圣之业！”

医以德为先，无德则无医。大医大德，
德艺双馨，以德统才，所以“厚德”。

院长办公室的柜子里，总会放一些准
备金，一旦病人入院暂时不能付费，就拿出
来给病人应急。一位卢氏山区患者，疼痛
难忍，到医院确诊需马上做孔镜手术，偏
这 位 病 人 与 家 人 闹 矛 盾 ，一时筹不来钱。
医院毫不犹豫，立即给他实施手术，解除了
病人病痛。

李武强编写了几十万字的《序贯疗法
讲义》，无 偿 举 办 几 十 期 培 训 班 ，先 后 义
务 培 训 全 国 23 个 省 数 百 名 医 务 工 作 者 ，
将自己多年积累的治疗经验毫无保留地
奉献出来。医院每年都要组织医生上山
下乡，到偏远地区开展义诊活动，给病人
送去实实在在的帮助；同时，在脱贫攻坚
期 间 ，医 院 积 极 利 用 专 长 ，开 展 医 疗 扶
贫，对因病致贫的特困病人，结对免费治
疗 ；此 外 ，医 院 还 投 资 兴 建 了“ 骨 健 康 主
题公园”，免费向市民开放。在主题公园
内，不定期举办防病知识讲座，通过科普
让 群 众 获 得 健 康知识，从而少得病，治“未
病”……

李武强阐释了医院的价值观：付出不
求回报，回报必须付出，付出必得回报。

他说，我们不是公立医院，我们的每一
分钱，都需要自己去创收。但是在治病和
挣钱中间，治病永远是第一位的。眼睛只
盯着钱，恨不得从每位病人身上多揩二两
油，出发点必然扭曲，心术必然不正，坑人
害己，到头来只会身败名裂。武强医院还
有两句话，是他们的服务理念：把病人当亲
人，视疗效如生命。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医院提出：病人
到院看病，能不能做到，病人一入院就立即
明白医院的每一道程序，每一个环节，避免
病人四处乱找，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
心情；能不能做到，病人入院后，立即感受
到温暖，感受到自己受到关心而不是漠视，
得到热情而不是冷淡，对医院第一时间产
生信任；能不能做到，为每一个病人制定治
疗方案时，尽可能压低费用，“病人的钱要
省着花”，至少不花冤枉钱。杜绝过度检
查，不开无谓药品。能保守治疗不动手术，
能快速治疗要让病人“即治即走”；能不能
做到，全院高品质服务，护理人员与住院病
人之间融洽和谐，情同家人，建立亲密的医
患关系。

医院要求：医生看病时，务必做一个好
的倾听者，哪怕病人啰啰唆唆，词不达意，
也要有足够的耐心；给病人治疗时，务必给
病人尽可能多一点的舒适感；护理病人时，
务必照顾到病人的习惯和尊严。

为此，院长提出建立“无痛医院”，“病
人做完手术住院，如果第二天人家说忍了
一夜疼痛，值班大夫很麻木，没有感同身
受，不去理会，这是要受到谴责的。如今缓
解术后疼痛的办法很多，你为什么不及时
采取措施，降低病人的痛苦？人家喊出来
疼痛，就是对我们的一种投诉，当医生的应
该心里不安”。

“把病人当亲人，视疗效如生命”，竟如
是！

武强医院的核心文化是爱心、知识、力
量、发展。既然做了医务工作者，就必须拥
有一颗博大 无 私 的 爱 心 ，用 爱 心 对 待 每
一 位 病 人 ，用 爱 心 坚 守 一 生 的 岗 位 ；要
想 配 得 上 医 生 的 称 号 ，要 想 具 有 救 死 扶
伤 的 真 本 领 ，就 必 须 不 断 学 习 新 技 术 ，
掌 握 新 知 识 ，拥 有 新 本 领 ，使 自 己 的 才
干 发 挥 到 极 致 ；每 一 个 人 贡 献 出 自 己 最
大 的 力 量 ，最 终 都 会 汇 成 医 院 的 磅 礴 之
力 ；每 个 人 全 面 发 展 ，才 会 共 同 推 动 医
院 事 业 向 前 发 展 。

思路决定出路，格局决定结局。刚过
而立之年的武强中 医 院 ，已 经 不 仅 仅 是
一 所 医 院 ，他 们 在 形 成 自 己 的 生 态 、自
己 的 文 化 。 他 们 是 一 支 充 满 爱 心 的 队
伍 ，他 们 是 一 所 奋 力 向 上 的 学 校 ，他 们
是 一 座 力 量 充 沛 的 堡 垒 ，他 们 是 一 个 不
断 发 展 的 战 斗 集 体 。

他们 目 标 明 确 ，意 志 坚 定 ！ 他 们 阔
步走在大路上，正在为实现“建设富有中
医 文 化 特 色 的 现 代 化 中 医 院 ”愿 景 而 努
力奋斗！

李武强的故事，是一个奋斗成长的故
事，是一曲劳动者之歌。它启示人们：奋斗
有很多路径，成长有各种通道。关键在于，
我们是否努力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条通
道，并且像李武强那样，勇敢地、持之以恒
地走下去，直至胜利。
（文中素材由郭振平、徐龙欣、李武军提供）

初夏的风在吹（组诗）
□季川

清晨的荷花
它们被一方池塘眷顾着
微风拂过，水波还未荡漾
就有蜻蜓飞过来
它们站立在荷尖的身影
是诗也是画

荷叶绿着，水波绿着
初夏吹过来的风绿着
如此安静的时光也绿着
没有人会拒绝在它们面前
多欣赏一会，多感受一会

黄昏的村庄

把鸡鹅鸭唤回的村庄
把牛哞羊咩唤回的村庄
把锄头扁担唤回的村庄
顺便就把炊烟升起了

等枝头的鸟鸣归巢了
等麦子的黄熟稳妥了
等丰收的喜悦在望了
西山就把夕阳落下来了

山里的云朵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大
像草帽一样
可以
遮挡整个太阳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小
像我口哨里的童年
轻轻一吹就飘走了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重
我的思念载不动它们

山里的云朵有时很轻
到哪我都能随身携带

麦浪
□韩红军

布谷鸟掠过麦浪的海
歌谣
在风中久久回荡
老井涌出清甜的井水
润泽舌尖的麦香
村口的桑葚红了
落满青石板

绿荫下
皱纹里流淌着岁月的沟壑
唱着欢歌
乡亲们的镰刀闪着银光
联合收割机在田垄轰鸣
一粒粒麦子跳进蛇皮袋
母亲弯腰拾起遗落的麦穗
头巾扬起金黄的尘
汗水浸透皱纹

夕阳染红牛铃
麦秸还田
孕育来年的希望
父亲的笛声悠扬
吹响希望的乐章
我在麦浪里翻滚
只为守护乡亲们的夏粮
在秋风中酿成金色的梦

武强之歌武强之歌
□方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