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渭河村521户，近1600口人，除了常年在外跑船的村
民，其他人的健康状况，杨传来都了如指掌。现如今，湖里
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只有老人和孩子，不
少老人都失去了劳动能力，没有了固定收入，但渭河村的
渔民从不担心看病。村民们都知道，在杨传来那里，无力
支付医疗费用的老年病号都可以“先看病后付费”。

微山湖的渔民寒冬腊月出门看病最艰难，湖水结冰，
要去医院，先要花一个多小时打通一条水路。村民陈恒
花说，自己的俩孩子小的时候三天两头生病，咳嗽、发烧、
腹泻，不管什么时候，一个电话，杨大夫总能最快赶到，给
孩子做诊疗，“看到杨大夫，心里就踏实了”。跟渔民打了
二十多年交道，杨传来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病经”。
为了让渔民知道怎样准确吃药，他用的都是土办法。“一

天吃一次，就画一道杠。一次吃两个，你画两道杠，这样
他就记住了。”

变化吹荡在微山湖湖面上，流淌进渭河村民的日子里，
也印刻在杨传来划过的出诊船上。从小木船到玻璃钢船，
再到水泥船，出诊船变得越来越稳固，身边乡亲们的日子也
一年比一年好，只有杨传来的生活没有太多变化。依旧白
大褂，每天划着船出诊，他也曾动摇过：转行还是坚持？“同
学不是医院的科室主任，就是院长”，但后来很快想通了，

“都是为患者服务，只是服务地点不同”。卫生室的档案柜
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村民的健康档案，杨传来说，有时候看
着这些资料，想想乡亲们在他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不良的
生活习惯，长寿的人越来越多，他觉得，留守在故乡，哪怕只
是默默地做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也是值得的。

只要村民需要 会一直坚守

市道德模范杨传来：

“船医”守故乡 做渔民的“守护神”

渭河村是微山湖的
一个水上渔村，渔民出门
大都以船代步。渭河水
街是微山湖最南端由一
条条船屋连接而成的湖
中街，渭河村卫生室就在
其中。作为卫生室的掌
舵人，杨传来的脸上总是
挂着微笑，是一个十足的
乐天派。湖上行医向来
单调，他却一呆就是近三
十年，成为渔民们离不开
的“杨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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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张彤彤，男，汉族，1995年 10

月生，2011 年 12月入伍，中共党
员，现为武警某部战士。多次被表
彰为优秀士官、红旗车驾驶员，被评
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山东好人、河
南好人等称号。2023年12月被评
为第九届济宁市道德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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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来

微山湖见证了渔
家人的寒来暑往，喜怒
哀乐，记录下渔家人祖
祖 辈 辈 的 汗 水 与 期
待。杨传来说：“我愿
意像眼前的这湾湖水
一样，静静地守护着乡
亲们的健康。”他最大
的希望是，村里不论是
大人还是小孩，都有一
个健康的身体，这才是
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杨传来，男，汉族，
1973年4月出生，微山县
高楼乡渭河村卫生室负责
人。他先后荣获“济宁好
人”“山东好人”等称号。
2023年12月被评为第九
届济宁市道德模范。

父亲杨付义是杨传来儿时的榜样，小时候跟着父亲
出诊，他能清晰地感觉到大家对父亲的敬意。“长大后我
也像爸爸那样成为一个让人尊重的人。”从此，从医成了
杨传来的梦想。杨付义的5个孩子中，有4个选择从医。
尽管从小受父亲影响，但杨传来起初却没有打算子承父
业，他渴望走出去拥抱外面的世界。

1996年，杨传来毕业后被分配到微山县人民医院工
作。想到能离开终日漂泊在湖上的渔船，杨传来着实高
兴了好一阵。可随后他就犹豫了，想想年纪越来越大、走
路已经驼背的父亲，杨传来最终还是决定回到渭河村。
就这样，子承父业，他成为了一名普普通通的村医。

近三十年来，无论白天黑夜，无论春秋冬夏，杨传来
总是随叫随到驾船出诊，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船医”。

“我们爷俩从来不放假，手机24小时开机。”杨传来说，他
的手机号码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有的老人还把号码刻
在自家门板上，有需要就会打电话。

在渭河村，最常见的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病等
慢性病。对付这类疾病，对他来说并不难，但突发性疾病
就大不一样了。渭河村四面环水，出行是个大难题。起
初，杨传来摇着小船“行走”在各家村民之间，但有的病人
必须及时送到大医院治疗。小船靠手摇速度慢，容易耽误
治疗。为此，他把辛苦攒下来的几万块钱买了一艘机船。

“这片水域老年人居多，作为医生，我有责任送他们及时治
疗。”一条船的寿命一般是10年，行医近30年，杨传来已经
换了5条船。在渭河村当村医，除了得是个全科大夫，还
得各种船都能够轻松驾驶，杨传来对此颇为自豪。

子承父业当“船医”

对于一生漂泊在湖上的渭河村渔民来说，船不仅是
生产交通工具，还是一个温暖的家。对于杨传来而言，船
是水上的移动诊所，也是“水上120救护车”。杨传来曾
经开着快艇，用了20分钟就把昏迷的患者送到医院，因
为抢救及时，患者最终转危为安。

2018年10月，渭河村村民杨大姐突发性脑出血、昏
迷不醒。简单诊断后，杨传来发现情况非常危急，当机立
断驾驶快艇，把她送到了最近的沛县人民医院。量了血
压，测了血糖，杨传来还要给杨大姐做半小时的理疗。出
院之后的康复治疗要及时跟上，杨传来每周对杨大姐的

各项检查和治疗都尤为认真。
2019年，渭河村3岁的宁宁，因被猫抓伤，打了狂犬

疫苗，当天晚上7点左右开始发热，家长做物理降温无
效，8点左右突然出现高热惊厥，随之休克。得知情况
后，杨传来拿着冰袋、药具上船，进行物理降温，这时宁
宁又出现抽风休克，杨传来立即掐人中，有呼吸后及时
打了退热针。当地离沛县人民医院相对比微山县人民
医院要近60多里路，杨传来当机立断去沛县，拨打了
120急救车，一路护送，经过一晚的诊治，宁宁第二天安
全出院。

划着小船去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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