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苦命而又幸运的孩子，因偶然的一次奔跑出现意
外，致使孩子左眼泪管被树枝戳伤，甚至断离。

这是一个充满爱心与精湛医技相结合的救治历程，源于医院
领导及广大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和大爱无疆的悉心呵护，最终让

孩子摆脱了“医疗费用”的困扰，继而获得了重见光明的机会。
探索孩子“劫后重生”的复明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肩负着“关

注民生、情系百姓、救死扶伤”医疗重任的周口市眼科医院人再次
凭借——

内黄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赵勇军/书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
的事情特别多，虽然大都随着
时间的推移慢慢忘记了，但是
有一些事情会时常想起，且记
忆犹新。我爷爷出生于20世纪
30 年代，曾经历过旧中国的苦
难、坎坷过程，也感受到新中国
成立时的喜悦，特别是改革开
放后带来的幸福、安康。我爷
爷在 96 岁时故去。村里人说，
老年人能够长寿，前 50 年源于
在晚辈面前能够把握大方向，
掌握局势的动态变化，处理事
情能够当机立断；后 30 年得益
于赶上了好时代，过得顺水顺
风，所以有一个“瓜熟蒂落”的
好结局。这些话虽然是推测，
但是确实事出有因。

老年人的封建思想和行
为，从我记事起就耳闻目睹
了。比如，在整个家庭的权威
至高无上，只要决定的事情，无
论对错晚辈们都得服从；对社
会上、生活中发生的一些新鲜
事，常常有不明真相的时候，看
不惯时，还会“乱发议论”。

自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后，各项事业得到了蓬勃发
展，人们在生活上经历了“仓廪
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的深刻变化。当时，村里的年
轻人开始注重穿衣打扮了，条
件好的女孩子时常描眉、涂口
红、做个发型，甚至身穿色彩鲜
艳的裙子等，这在当时是一种
时尚和潮流。如今，我们认为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可是在当
时，老年人觉得太不可思议
了。有一天，我爷爷刚走进门
就对我们说：“你们讨论、分析
一下，过去是唱戏的挣钱，现在
唱戏的还得垫钱，这是啥道
理？”我们经过询问，得知在村
里的庙会上，一个在外地经商
的年轻人，在大街上摆出“卡拉
OK”机，谁想唱歌，就得缴一元
钱。我爷爷对此看不惯，认为
哪有唱戏还付钱的道理。当
时，电视机还没有普及，谁家若
购买了电视机，全村人都很羡
慕。我邻居家的男主人是在国
家机关工作的，很早就购买了
黑白电视机，好多村民抢着去
他家看电视节目，尤其是在晚
上，周围的邻居从地里劳动回
来，忘掉了一天的劳累，有的赶
紧吃饭，有的甚至端着饭碗、拿
着馍也要挤到他家里凑热闹。
大家感到好奇的是，这么小的
机器能够显示出人影来，还能
听到声音，真是神奇。当我们
把这些新鲜事告诉爷爷时，他
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并微
笑着说：“哪儿有不架电线就能
够看到人、听到声音的机器，别
骗我啦！”哎！没办法，我爷爷
就是不相信这个事实。

一天晚饭后，我们在解释、
沟通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把爷
爷搀扶到邻居家里，想让他见
证一下是不是我们描述的那
样。大家看到我爷爷来了，纷

纷起身让座位。我爷爷刚坐下
不一会儿，电视剧里出现一对
男女谈恋爱、拉手、拥抱、接吻
的镜头，他立即起身离开，一边
走一边说：“成何体统。”我听弟
妹说，爷爷从此以后很少看电
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我们家购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
后，电视节目也比较丰富，爷爷
专门挑选一些古装戏剧看。

人 们 时 常 说“ 环 境 造 就
人，时代改变人”。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富强
了，人民的生活不断好起来，
老 百 姓 得 到 的 实 惠 越 来 越
多。同时，爷爷的思想也随之
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看到
村里的人、环境和思想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我爷爷是村里
有名的“老把式”（种地能手），
平常最关心的就是种地、庄稼
长势情况；说得最多的话儿就
是“吃饭”问题。

2005 年，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
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
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
一个在我国存在2000多年的古
老税种宣告终结。免征农业税
的政策实施后，农民种粮的热
情高涨，积极抢耕抢种。

说起这件事，我爷爷就像喝
了酒似的非常兴奋，不管是在外
面还是在家里，都会情不自禁地
说：“现在，国家的政策真好啊！”

那年，村委会为每户村民按人头
分了自留地，我爷爷逢人就说：

“自留地我做主，想吃啥就种
啥。每天可以吃油糕、饺子、莜
面窝窝、荞麦面圪坨，真幸福
啊！”其实，我爷爷看重的是，依
靠自己劳动致富的人。他听到、
看到村里的人做生意挣了钱，盖
起了新房，吃穿不愁，经济富
裕。在我们面前，我爷爷经常夸
赞他们：“看人家，凭借自己的本
事发财致富，过得很幸福！你们
要向他们学习啊！”

爷爷生活比较节俭，不愿
意随便花费一角钱、一元钱。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想带着爷
爷到县城里的姑姑家。爷爷
问：“我们怎么去你姑姑家。”我
说：“我们坐公共汽车。”爷爷
说：“坐公共汽车还得花两元
钱，我不去了。”我说：“不用花
钱。”爷爷不相信，我说：“现在，
我们这儿开通了免费公交车，
真不用我们花钱的。”在半信半
疑中，爷爷第一次乘坐免费公
交车到县城里。一进姑姑家的
门儿，爷爷自豪地说：“闺女啊，
今儿我是坐不要钱的车来的。”
姑姑知道爷爷很节俭，便微笑
着说：“今天，您又省钱了。”

爷爷 70 岁时，国家明确提
出，各级政府要积极引导农民
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这一政策得
到落实后，农民看病可以报销
一大部分医疗费；同时，国家还

为老年人发放养老金。那年，爷
爷患病了，病情严重。我特意请
假回老家看望爷爷，知道他爱喝
酒不嗜酒，就带了两瓶“老杜
康”。到家后，父母和弟妹们对
我说，爷爷多次拒绝住院看病。
第二天，爷爷躺在炕上，拉着我
的手说：“孙儿啊，我年龄大了，
国家还发给我养老金。来，你给
爷爷倒杯好酒喝。”我便打开酒
瓶子，倒了一小杯酒，双手送给
爷爷。谁知，爷爷竟然一口喝
完杯里的酒，然后伸出微颤的
右手，从褥子下摸索着，我掀起
褥子一看，下面整整齐齐地放
着一摞百元大钞。爷爷拿着
钱，让我把我父亲喊过来，断断
续续地对父亲说：“儿子啊，我
没有留下啥东西，只有这点儿
钱，你们姐弟几个给我办理后
事吧。”不一会儿，爷爷便微笑
着一歪头“走了”。

我们这一代人，生在红旗
下，长在新中国，没有经历过老
一辈人的艰难困苦，却见证了
改革开放 40 年来，祖国发生的
翻天覆地变化，能够赶上好时
代，是今生莫大的福气。家中
小事关系着国家大事，从爷爷
根深蒂固的“老思想”能够慢慢
发生变化，再次证明坚持走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
史的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充
满了自信。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医学
情报研究所）

家中“轶事”
□郭增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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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郑州人民医院与新郑市观音寺镇前河刘村
结对帮扶，派出3名医务人员组成工作队，入驻前河刘村。赵
宪阳任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两年来，驻村工作队依
托郑州人民医院先进的管理理念及医疗资源，在省、市卫生
健康委员会的支持下，通过搭建健康小屋、开通“健康大喇
叭”、培养健康“明白人”等，实现了前河刘村从党组织不完善
村到“先进村党支部”、新郑市文明村、国家级健康村的转变。

2019年10月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司长宋
树立到前河刘村调研，指出其做法为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
攻坚行动积累了经验。11月7日，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举
行的贫困地区健康促进三年攻坚行动新闻发布会上，赵宪阳
应邀进行了经验分享。

理清思路 强基固本焕生机
为了确保驻村工作顺利开展，郑州人民医院履行“队员

当代表、单位做后盾、一把手负总责”职责，院长郝义彬、党委
书记黄娟多次带队到前河刘村现场办公，不仅在人力、财力、
物力方面给予支持，还对该村的发展进行了具体指导。

工作队成员在调研中发现村民人心涣散，群众反映最多
的是村委会的制度不完善、办事拖沓等问题；村干部则对村
子发展前景信心不足，想干好又苦于没有好办法。

面对此种现状，赵宪阳带着两名同事跑项目、挖潜能，与
村干部一起探讨，确立了“抓党建、筑根基、聚民心、促发展”
的工作思路，并提出“美丽、富裕、健康、平安、文化、和谐”六
大发展目标。

两年来，共争取资金48万元，修建了党群服务中心、妇女
儿童之家；组织了新郑市第一个村级春节联欢会——前河刘
村2018年春节联欢会；拍摄微电影《我永远是一名党员》；分
批次组织前河刘村党支部成员、驻村工作队员到干部学院脱
产学习；强化了党员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增强了凝聚力。

问诊把脉 开出健康小处方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工作队成员在走访中

发现，基层群众没有养成健康体检的习惯——患了小病忍一
忍，拖成大病才去医院治疗。这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的
关键因素。因此，如何改变村民的思想认识和行为习惯成了
最关键的问题。

郑州人民医院将“全人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
理念引入当地，通过建设一个健康小屋，把村民的健康统一
管理起来；开通一个大喇叭，把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办起来；每
家培养一个健康“明白人”等，带领群众健健康康奔小康。

健康小屋内配备了健康一体机、心电图机等设备，可以
完成血压、血糖、血脂等十几项检测，村民可以自助打印或者
用手机扫描获取检查结果，还可以根据诊疗平台存储的数
据对健康状况进行分析。同时，该院开通了远程门诊、远程
心电检查系统等，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和省会医院的专家直
接互动。目前，健康小屋已累计服务群众5万余人次。

大喇叭即前河刘村开通的广播，每周一、周三、周五是“老
冉读报”，内容涉及时事新闻、农技知识；周二、周四是“老冉说健康”，就常见病、多发病的防
治知识进行宣讲。另外，工作队让前河刘村的每个家庭选一个有文化、明事理的人当健康

“明白人”，并对“明白人”进行指导和培训；“明白人”对家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进行指导
和监督。该院还为每户建立了“一家一张明白纸、一家一份实用工具、一人一份的健康教育
处方”，把健康教育关口前移，“有病治病”“没病防病”。

承接地气“家长里短”聚民心
帮扶能否见成效，老百姓最有发言权。56岁的村民吴银妞因病长期卧床，压疮严

重。工作队成员发现这一情况后，第一时间联系郑州人民医院专家进行远程会诊，医院
压疮护理专家李伟丽、高波驱车赶到吴银妞家中，送医送药，并指导护理方法。

82岁的老人赵秀英患有严重的冠心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一直采用保守治疗，且每
次检查都要跑到镇卫生院，很不方便。如今，她不出村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11月12日
11时，在前河刘村健康小屋内，郑州人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吴雷正通过远程会诊平
台，为赵秀英讲解用药注意事项。“有了健康小屋，在村里就能做检查，还有专家进行诊
断，3分钟就能出检查结果，方便得很！”赵秀英说。

“郑州人民医院每年都为村里60岁以上的老党员免费体检，这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的事儿。”83岁的老党员刘花说。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在驻村工作队的规划里，有搞规模化养殖场，建
标准化厂房、托老站等，带着“老有所依、病有所医、幼有所育”的美好愿景，前河刘村群众
的幸福感、获得感将会得到有效提升。

今年10岁的付晓晓（化名）出生
于郸城县宁平镇常河行政村杨寨自
然村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里。9 年
前的一个夏季雨夜，晓晓的父亲付
战放（化名）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中受伤，致使右腿被高位截肢；同年
冬季，晓晓的母亲终因承受不住生
活的巨大压力，含泪离开嗷嗷待哺
的晓晓而改嫁他乡。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就在晓晓母亲改嫁后不久，晓晓的爷
爷因患脑卒中而卧床不起。面对家
中两位顶梁柱相继“倒下”、生活一度
窘迫的局面，当年已是75岁高龄的晓
晓奶奶咬紧牙关依靠捡破烂为生，硬
是担起了供养、照顾“一病一伤一幼
儿”的生活重担。

当时 6 岁的晓晓就读于杨寨小
学，应验了那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上学后的晓晓变得越来越懂
事，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提前写完老
师布置的作业，待到放学铃声响起
后，就背着书包跑步赶往家中，帮着
年迈的奶奶分类整理当天收购的生
活废品；打包装车后，再帮助奶奶拉
到 2 公里之外的城镇废品收购站卖
了，购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就是这个看似不经意的“跑步”
习惯和小孩子的那种感人的孝心，
日后竟然为晓晓埋下了一个近乎

“致命”的打击。
今年 11 月 9 日 17 时，正读小学

五年级的付晓晓和往常一样，放学
后背着书包一路跑步回家。就在距
离家门口 60 余米的地方，晓晓不小
心被一块砖头绊倒，左眼被路边横
卧着的一根枯树枝戳中。

据晓晓回忆说，他当时感觉左
眼剧烈疼痛，几经努力也不能睁开
眼睛，只知道热乎乎的鲜血沿着手

掌往下流，这突发的
情景把他吓坏了。后
来，邻居杨洪水（化
名）发现晓晓受伤后，
立刻搀扶着晓晓返回
家中，向晓晓的爷爷、
奶奶简单告知晓晓的
伤情后，随同晓晓的
堂兄付超龙（化名）开
着农用三轮车，把晓
晓迅速送往宁平镇中
心卫生院接受救治。

因卫生院技术力量有限，医生
建议晓晓到上级医院接受救治。
杨洪水、付超龙又立刻拉着晓晓先
后来到郸城县城关镇卫生院和郸
城县人民医院。在郸城县人民医
院，晓晓接受了眼部创伤清理后，
经过初步检查，医生对杨洪水、付
超龙说：“孩子的左眼泪小管极有
可能断离，左眼睑撕裂伤情较为严
重，手术缝合难度较高，建议孩子
及时转诊到周口市眼科医院接受
专业治疗。”

少年蒙难
令医院领导牵肠挂肚

当天 10 时 20 分左右，晓晓被转
送到周口市眼科医院。该院眼外伤
科主治医师张春排接诊后，立即为
伤者开辟绿色通道，并实施全面检
查，首查发现伤者左眼视力为 0.6，
下眼睑内眦部有一处约 0.8 厘米全
层裂伤，并伴有出血现象，泪小管断
裂；眼下睑可见一约 2 厘米×1.5 厘
米不规则的裂伤，伴有皮肤、皮下组
织缺损；眼眶内脂肪暴露，结膜囊内
有尘土、木质样异物残存。依据全
面检查结果，医生确诊伤者为：左眼
外伤性泪小管断离，左眼睑撕裂伤，
球结膜下片状出血，左眼球钝挫
伤。随后，张春排为晓晓办理了入
院手续，给予抗生素消炎、药物镇痛
治疗。

11 月 10 日 8 时许，该院眼外伤
科主任陈永森拨通了医院党支部书
记严振的办公室电话，把晓晓的家
庭状况以及其伤情的严重程度进行
了详细汇报。听完汇报后，严振在
电话中立即指示：排除一切困难，无
条件全力救治伤者；伤者前期的手
术费用以及后续治疗费用全部由医
院先行垫付。

放下电话，陈永森立刻召集科
室专家进行术前讨论、为晓晓制订
详细的手术方案：由陈永森主刀、
主治医师张春排为第一助手为晓
晓进行“左眼外伤性泪小管断离吻
合+下眼睑撕裂伤清创缝合+眶膈
修补术”。

同日 10 时，经过安抚后的晓晓
被顺利推进手术室。

10 时 15 分，手术正式实施。术
中，给予伤者 2％利多卡因，作为左
眼筛前神经和眶下神经阻滞以及
局部浸润麻醉；扩大左泪小管，高
倍显微镜下寻找泪小管断端，8～0
腰穿钝针头从下泪小点进入，通过
泪小管断端冲洗泪道，使其畅通；
硬胶管从腰穿针头引入，鼻腔引
出，鼻腔端连接一根 5～0 斜视线，
后连接硅胶义管，牵拉硬胶管至硅
胶义管一端从下泪小点伸出；同样
方法将硅胶义管从上泪小点引入，
鼻腔引出，并结扎、固定在鼻腔内，
使 硅 胶 义 管 连 接 上 下 泪 小 管 呈

“U”形；8～0 可吸收缝线间断缝
合下泪小管断裂处、肌层和皮肤裂
伤；6～0 可吸收缝线间断缝合眶
膈、肌层以及皮肤层裂伤。

11时25分，手术顺利完成，伤者
平安返回病房。

情洒甘露
让安康幸福花满人间

术后的晓晓，由其同村的一位
好心的邻家大嫂照看。她叫范小玉
（化名），接受采访时，她告诉记者：
“晓晓很不幸，自从入住周口市眼科
医院接受治疗后，这个可怜的孩子
改变了苦难命运，每天收获着幸运
和喜悦。”

范小玉所指的幸运和喜悦，记
者在随后的走访中得到了印证：

医师张春排看到晓晓脚上只
有一只烂着后跟的拖鞋时，在为晓
晓做完手术的当天中午，拖着疲惫
的身体为其买来一双运动鞋和一
双棉袜。

陈永森刻意委托老伴儿为孩子
买来一套时尚运动装，并说：“立冬
后的豫东大地已是天寒地冻，眼看
着孩子穿着破烂的夏季背心和短
裤，心里很不是滋味。”

管床护士王倩为晓晓买来十几
本《十万个为什么》《木偶旅行记》等

少儿读物。
付晓晓的遭遇，让该院众多

医务人员心痛不已。其间，大家
有的送吃的、送喝的，有的带他去
理发……

11 月 13 日，该院联合《周口日
报》《周口晚报》和周口电视台在医
院4楼办公室举办了一场“为贫困儿
童付晓晓爱心捐款”的大型公益活
动。活动当天，医院近 60 余名医务
工作者、部分社会爱心人士为付晓
晓募集爱心捐款共计 3400 元；四季
服装32件；书包4个；各类少儿读物
30 余本；面包、方便面、火腿肠等十
几箱。

经过1个多星期的精心治疗，付
晓晓的左眼视力逐步恢复到1.0，下
睑裂伤对合整齐，缝线在位，上下泪
小管硅胶义管在位，泪小点对合整
齐，球结膜下出血减小、色淡，达到
了出院标准。

11 月 18 日上午，办理完出院手
续的付晓晓，脸上露出了依依不舍
的表情，这位懂事的孩子专程跑到
眼外伤科值班室，和医生叔叔、阿姨
们一一道别。

当步行到医院大门前，付晓晓
突然神秘地从背包里拿出两面写有

“技术高超 光明使者”“奉献爱心
播洒光明”的锦旗，坚持要和严振、
陈永森、张春排合影留念；悄悄地对
陈永森说：“伯伯，这是我求小玉嫂
子帮我做的旗帜，也表达了我的心
意。回去后，我给同学们炫耀一下，
讲一讲我在大医院里遇到的好人好
事，还有和大专家们的合影……”

面对采访，严振说，泪管接通术
是一个难度较大的手术，截至目前，
周口市眼科医院眼外伤科已经成功
实施了诸如付晓晓及其他类似患者
手术共计1000余例。这些成功的救
治案例有力地证明了周口市眼科医
院目前的医疗救治水平已步入省内
先进行列。同时，救治贫困少年付
晓晓的过程也彰显了周口市眼科医
院广大医务工作者不忘初心、关注
民生民情、心系百姓疾苦的医者仁
心与崇高精神。严振认为，我相信，
谨遵“厚德精医，仁和致远”的院训，
周口市眼科医院定会根植豫东百姓
心中，为周口市眼科医疗事业的明
天书写更加辉煌的绚丽篇章。

活动现场

■书法作品

仁心精术：让“花季少年”重获光明
本报记者 侯少飞 通讯员 刘飞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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