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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张庆春

近几天，许多岛城市民的微信朋友
圈被一条名为“为901路公交好司机点
赞”的信息刷屏，内容是一位901路公交
司机将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从公交车厢
背到公交站台的全过程。这位“网红”公
交好司机引起了央视新闻频道的关注，
登上新闻直播间栏目。5月16日上午，记
者在青岛公交集团惜福镇车队大院内，
见到了901路公交司机吴绍波。他表示
没想到自己的举手之劳会得到这么多的
关注，而这一切只是自己应该做的。

见老人腿脚不便将其背下车

据吴绍波回忆，5月7日上午8时左
右，他正驾车由罗家营发往后金，当车辆
行驶至城阳八中车站时，站台上有一对老
年乘客，其中老大爷拄着拐杖行动不便，
见两人非常吃力地向公交车走来，吴绍波
赶紧拉起手刹下车，在一位热心乘客的帮
助下，将老大爷搀扶上车并给两位老人找
了个距离下客门最近的座位坐好，才继续
开车。一路上乘客上上下下，每到一个站
点吴绍波都会看看两位老人。

9时左右，公交车还没到城阳区政
府站，两位老人颤颤巍巍就要站起来准
备下车。吴绍波立即说道：“别着急，一会
到站我背您下去”。“老人腿脚不方便，万
一摔倒了可就麻烦了。”吴绍波回忆道。

暖心举动令老人非常感动

“老人身材消瘦，背在背上没有感到
很沉，将老人放下后，老人在我耳边一直
在慢慢地说着谢谢，他的老伴也一直在
感谢我，隐约看到老人的眼睛已经湿润
了。”吴绍波告诉记者。
在吴绍波眼里，他做的是再平常不

过的小事儿，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举
动被当时在车上的乘客徐女士用手机给

全部记录了下来并发在了微信朋友圈。
就这样，吴绍波师傅在短短几天内，成了
城阳区市民心中的“网红好司机”。徐女
士告诉记者：“司机师傅这么做，让人感
觉太温暖了，谁家里没有个老人啊，如果
大家都像这样来帮助身边的人，那我们
的社会会多和谐啊。”
据悉，吴绍波所帮扶的老人姓陈，家

住红岛，五个月前不幸得了中风，身体左
侧都没有知觉，几乎不能自己行走，这一
次是和老伴到城阳来办事情。回想起事
发当天的一幕，老人还是十分感动，一度
哽咽地说道：“真的非常感谢这位公交司
机，以前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好
人好事，没想到这次让我遇上了。”

好心司机一直是个热心肠

据了解，吴绍波开公交车已经6年
多了，是公交集团901路线行车一班的
班组长，热情服务的他也是901路线平
时接到乘客表扬电话最多的驾驶员。
有一次，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娘从河

套要到红岛去，不知道怎么坐车，吴绍波
看到她还带着一个大包袱，就把老人扶
上了车，并说“到了站我把您送过去”。到
了长安站后，因到红岛要到马路对面换
车，吴绍波跟车上其他乘客打好招呼，便
扶着老大娘送到马路对面的车站上并告
诉老人怎么乘车。老人的家人得知后很
感动，拨打了热线电话进行表扬。公交集
团惜福镇车队书记马希亮告诉记者，吴
绍波是该车队驾驶员的优秀代表，平时
脾气很和气，对工作热爱并且有强烈的
责任心，碰到一些老幼病残孕乘客，他都
主动帮助。

背老人到站台，他获央视点赞
刷爆朋友圈的好公交司机吴绍波：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儿

□半岛全媒体记者 徐杰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有私人医生、不

舒服随时问诊、还能上门治疗……这
种“私人定制”的健康服务已来到岛城
市民身边。16日，记者采访了解到，李
沧区自2016年在全市率先开展家医签
约服务试点工作以来，已经组建了20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签约3万余人，
优先覆盖社区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到2017年底，李沧区
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将覆盖30%的
居民、60%重点人群，2020年底将在
李沧全面普及。
16日一大早，佳家康虎山花苑社区

卫生服务站的家庭医生谢一新，匆匆赶
往虎山花苑小区82岁的蔡敦浩家。原来，
老人清晨突然头晕，不敢活动也不敢睁
眼，他的家属赶紧给谢一新打了电话。
“高压164，低压108，大爷您不用担心，
我给您先服上降压药，静卧一会就好
了。”谢一新完成检查后安抚老人。记者
了解到，蔡老爷子患有高血压，以前每周
都要去医院开药。“去年8月份我签了家
庭医生，谢一新大夫定期给我看病，她了
解我的个人病情和用药情况，看病、开药
放心，还定期上门检查诊断，遇到突发情
况也可以直接给谢大夫打电话，太方便
了！”老人笑着说。
这种便利并且周到的医疗健康服

务，就是李沧区开展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以家庭医生为核心，通过签约服

务的方式，使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与签
约的个人和家庭建立起一种长期的、
稳固的契约式服务关系。记者了解到，
李沧区卫计局2016年在全市率先推进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工作，青岛
佳家康医疗集团的7家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成为首批试点。
统计数据显示，该服务试点一年

以来，李沧区已组建了20个家庭医生
服务团队，签约3万余人，优先覆盖社
区老年人、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重点

人群。此外，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目前已减免一般诊疗费100余万元，提
供长处方30230人次，预约转诊351人
次，免费上门服务25733人次，健康指
导及健康评估69016人次，协助办理
门诊大病3457人，利用微医系统为
264名患者提供远程视频诊疗服务。李
沧区卫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17
年底，李沧区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将覆盖30%的居民、60%重点人群，
2020年底将在李沧全面普及。

居民健康有了“私人定制”
李沧率先试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今年底将覆盖30%居民

▲901路好
司机吴绍波。

▲ 老人腿
脚不便，吴绍波
将其背到站台。

（视频截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伟 报道
市民在位于李沧区建水路上的佳家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服务。

缝纫机缝补百家衣
串起浓浓邻里情

□半岛全媒体记者 刘笑笑 报道
本报5月16日讯 5月16日下午，

在市北区合肥路街道裕环路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正在进行一场别样的展览。
老式缝纫机、皱巴巴的粮票、老式黑白
照相机、古色古香的樟木盒子……街道
邀请80多位老邻居带来了上百件老物
件，讲述老物件里浓浓的邻里情谊。
在众多老物件当中，一架老式缝纫

机格外引人关注。缝纫机的主人叫杜正
兰，今年66岁。她家的这台“牡丹”牌缝
纫机至今已经陪伴了她45个年头，是
杜正兰结婚前，老伴苏玉廷单位领导为
了照顾他，给他发了一张购物票，凭票
购买的，当时花了近200元钱。
苏玉廷说，当时是计划经济，缝纫

机是紧俏物品，有钱没票一样买不到。
苏玉廷那时候一个月工资37元钱，买
这台缝纫机花掉了近半年工资。“当时
谁家里有‘三转一响’就很了不得了，我
们买了这个缝纫机，就算是高档家具
了，街坊邻居和同事们都很羡慕。”
“刚买缝纫机的时候，确实是个稀
罕物，同事有衣服破了，都会找来缝补，
那时候家里可热闹了，经常有人来缝补
衣服。大家聊个天拉个呱儿，同事关系
都非常好。”杜正兰说。只要是街坊邻居
找来，需要将大衣服改小、长衣服改短
的，每次杜正兰总是热心帮忙，有求必
应，也从不收一分钱的报酬，自己贴钱
买针线。杜正兰用一台缝纫机，串起了
绵绵邻里情。2000年，杜正兰搬家，孩
子劝她扔掉这个老古董，杜正兰和老伴
都不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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