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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康复后的笑容
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

王天顺觉得，将来必定还是逐渐向中医
发展，用“小钱”看“大病”才是好的治疗手段，
通过他不断地学习实践，他采用“圆式通针”
结合中医疗法，西医理论对颈、肩、腰、腿疼有
不错的疗效，比传统方法更加便捷和有效。

在行医期间，他不会拒绝任何一个病患，
他说，几个月前，有个发烧顽固的病人，是一
位家住五四广场的60多岁妇女，发烧39℃三
个月都无法根治，很多地方都拒绝接收，当她
来到自己的诊所后，并没有推诿，在观察和询
问后，利用《伤寒论》和《瘟病条辩》的理论知
识，利用中医治疗后，症状得到好转。

给我一份信任，还您一身健康。是他常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随着王天顺治愈的病
患越来越多，他的名字也在新密小有名气，不
少病患都是慕名而来，对此，王天顺并没有骄
傲，他说，治病救人是自己的理想，当看到一
个个病患在经过自己的治疗康复后的笑容，
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回报。

王天顺:最适合的医生就是好医生

致力于中西医结合，推崇“小钱”看“大病”
1963年出生的王天顺，北京光
明中医函大毕业，现任新密市
王天顺诊所医师、负责人；曾参
与《新世纪华夏名医谱》修订，
任副总编；参与《中华传统优秀
名医经典》修订，任副总编；被
好医生学术营销高峰论坛评为
优秀名医称号；医奇名医俱乐
部常务理事；中国中医全科医
师协会会员；王老师所在诊所
被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评为中国
儿童健康保障教育工程指定服
务中心。
他擅长中西医结合内科、儿科、
妇科、针灸、心脑血管病、伤寒、
发热、感冒、疑难杂症，各种疼
症等有独特的见解和治疗方
法。从医30余年，王天顺不仅
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
为民医病不图利，在其诊所办
公桌后的墙面上，有一面锦旗
这么写着：“华佗再世，妙手回
春”。新密播报 孙浩 文/图

教书十余年
义务行医获称“侠医”

王天顺今年 53 岁，在他投身教
育 事 业 的 10 余 年 里 ，坚 持 义 务 行
医，不收一分钱，被当地居民称之为

“侠医”。
他是新密市尖山人，十几岁就

跟随姥爷学习中医，学习针灸，当时
也算半个“村医”，后来高中毕业，
就留在村子里教学，在教书的这十
几年时间里，每天中午、晚上放学回
来后，院子里、屋子里都坐满了过来
求诊的村民。

“那时候都是义务行医，不收钱，
可是架不住村民的热情，非要到家里
送果子、鸡蛋啥的。”王天顺笑着说，
在义务行医的这些年里，见到了很多
人和事，对自己以后的打算产生了很
大影响，看着一个个被治愈好的病
人，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是无法形容
的，治病救人，可不只是说说而已。

深造学习后
为了父老乡亲毅然返乡

随后的日子里，王天顺对自己的人
生计划有了变动，他辞去工作，在 1985
年到 1989 年四年时间里，在北京光明
中医大学深造学习，在校学习期间里，
他一直忠于学医，忠于医学本身，忠于
实践理论。

王天顺告诉记者，自己虽然在进校
学习之前有底子，但是并不是很成熟，
在经过这四年的刻苦学习后，很多想法
都在实践中逐步成熟。

毕业后，他又在郑州市中医院实
习，借此来验证自己的诸多方法和先进
理念。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实习一年后，
可选择的去向很多，但是最终还是选
择回到家乡，回到当时还相当贫穷的
新密尖山开诊所，此时已经三十而立
的他所想的不是事业，而是家乡的父
老乡亲。

王天顺在尖山开诊所这些年里，经
常出诊，他说，山里的路都不好走，有时
候半夜出急诊，到病人家里的时候，身上
都是一身土，有些事，只有经历过才知道
不容易。他说，自己当时负责的区域都
到尖山北边荥阳的部分地区，几乎每天
都会在自己的片区转悠，除了出诊就是
回访病号。

随着城市发展，2001年，王天顺的诊

所从尖山搬到了新密市市区北环路，在
行医的这 30 余年时间里，王天顺平均每
天接待病号 150 余人次，几乎是风雨无
阻，全年无休。谈及感触，他说，治病救
人本来就是医生的本分，诊所的作用就
是缓解大医院的压力，有些小病诊所就
可以治愈，在医院还需要排队、挂号，所
以坚守诊所，也是自己的义务。

王天顺说，自己看病号，从最小的

不满月，到最大的 103 岁，很多年龄段
的都看过，记得印象最深的，是 2013
年，一位姓任的 70 多岁妇女，因为糖尿
病合并心衰，已经被医院下达了病危通
知书，而且人也已经从医院拉到了家
里，由于之前在尖山开诊所出诊时认
识，她的儿子就来找，出诊后，利用中医
治疗，针灸、中药同时进行，后来就得到
一定缓解。

不是在医诊就是在出诊的路上

王天顺正在询问病人的情况

慕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王天顺和诊所员工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