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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要百分百好，做到99分都
不行！”这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
长、党委书记万小平一句掷地有声的
话。从医数十年，他用精湛的医疗技术
和满腔的热情，向医学领域的高难度
进军。

医术：永攀科研“珠峰”

患了妊娠合并宫颈癌，保大人还是保
小孩？万小平的回答简洁有力：“都保！”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万小平和伙伴们
接下这一世界级难题，交出了完美答卷。

晓娟（化名）是位年轻女性，从结婚
开始就期待着新生命的降临。然而，命
运捉弄人，在得知怀孕喜讯后不久，刚刚
进入孕中期的她即被诊断为妊娠合并宫
颈癌。不幸中的万幸，晓娟来到上海市
第一妇婴保健院，得到了万小平带领的
产科、妇科、新生儿科、手术麻醉科、病理
科、检验科、放射科和护理部等多学科专
家团队的联合救治。考虑到患者病症情
况、妊娠阶段、胎儿早产风险等种种因
素，万小平团队反复查阅资料、细致斟
酌、调整治疗及分娩方案，最终制定出适
合患者病情和胎儿发育的治疗方案。

按照治疗方案，晓娟在怀孕28周后
开始接受一期化疗。妊娠至32周时，结
合病情和晓娟意愿，由上海一妇婴产科
主任应豪亲自主刀实施剖宫产，宝宝出
生评分非常高；紧接着，万小平亲自主
刀，实施宫颈癌根治术。最终，母子平
安，万小平和他的队友们长舒了一口气。

权威数据显示，约 1/3 的宫颈癌患
者为生育期女性，发病率大约为每1000
次至 5000 次妊娠发生 1 例。宫颈癌根
治术是妇科最难的手术之一，对妊娠期
患者实施手术更是难上加难，是对患者、
家属以及医生的严峻考验。

“我们天天面对的都是新生命，再难

的骨头也要啃下来。”从医36年的万小
平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医道：不忘初心敬佑病患

在万小平眼中，好医生的标准就是
要做到百分之一百对患者负责，差一点
都不行。他时常和学生们讲起他读硕博
期间的导师——著名妇产科专家王佩贞
教授、苏应宽教授的言传身教，每天早晨
四五点钟即起床读书，钻研文献，始终保
持敬业的工作态度。万小平称赞导师们

“是真正的好医生，把全身心都奉献给了
妇产科医学和病患”。

万小平身体力行着导师们的教诲：
每天早晨不到 7 点，他就早早地来到医
院，抓紧处理一些行政事务后即入病房
查看每位患者的病情、手术情况，关心他
们的生活起居；在尽心尽力承担着大型
医院的综合管理职责之外，他还挤出尽
可能多的时间，穿上手术衣，走进手术

室，亲自主刀做妇科疑难复杂手术。万
小平每周的时间安排密集紧凑，行政会
议、门诊、手术、查房……节奏分明，快速
高效。但是无论行政日还是手术日，他
每天最后的一项工作总是再次来到患者
的病床前看一看，问一问，了解各项情况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只要有一点时
间，包括周末、节假日，万小平都会来到
医院病房查看病人情况，真正把服务病
人放在优先位置。行政楼下，他上下班
开的小白车，是每天最早停放的一辆，也
是最后开走的那辆。

2015年底，孙女士在当地医院被确
诊为宫颈癌，可惜的是已经错过了手术
最佳时间。这一晴天霹雳彻底改变了她
的生活。她四处求医，但一次次被拒之
门外，被告知“太晚了，没办法手术了”。
孙女士深陷绝望的深渊：还没有看到子
女结婚生子；还没有好好照顾长辈，还没
有陪着老伴安享晚年；还有许许多多的
心愿没完成……她彻夜难眠，泪流不止：

难道自己真的没救了？没有医生可以帮
助自己战胜病魔吗？

走投无路之际，一位老乡劝孙女士到
上海去看看，试试找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
院的万小平医生，“万医生是治疗妇科恶
性肿瘤的专家，或许有希望”。只要有一
线生机，就绝不放弃！孙女士连夜收拾行
李，赴上海求医。数九寒冬，孙女士来到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看了万小平的门
诊。大专家真诚的微笑、沉稳的问询，让
孙女士已经凉透的心升起一丝暖意。

在仔细查阅病史、做了相关检查后，
万小平一边安慰、一边鼓励孙女士：仍然
有手术治疗的希望，需要你坚强地与病
魔作抵抗，受点苦，先做一次化疗。

这次门诊，成功地让孙女士重新燃
起了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抗病魔的勇气，
也完全改变了她已经被宣判“死缓”的人
生。带着新的期盼，按照万小平医生的
治疗方案，她回到老家开始化疗。尽管
第一次化疗过程痛苦万分，可她紧咬牙
关挺了下来。2 个月后，带着化疗后的
检查报告，她第二次来看万小平的门
诊。“安心入院吧，马上安排详细的会诊，
准备迎接手术。”听到万小平医生笃定的
吩咐，孙女士的大脑瞬间蒙了：我还有活
下去的机会，太棒了！巨大的震撼和惊
喜令她百感交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诊疗期间，万小平和他的团队像家
人一般，用鼓励的眼神、亲切的话语，不
断温暖着孙女士的身心。最终，在万小
平团队的治疗下，孙女士的手术非常成
功，她与家人的生活迎来了新希望……

一枝独秀不是春。如今，上海市第
一妇婴保健院在万小平的带领下，已形
成能打硬仗的医疗专家队伍，全院教研
呈现跨越式发展的态势：2016年获得18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奖；2017 年，万小
平作为学科带头人申报的“妇产科学”喜
获临床重点学科立项……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院长万小平：

把患者当亲人 化绝症为希望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手工刺绣传承人张梅：

针线绝活绣出精彩人生

今年 42 岁的张梅，是山东临沂市
郯城县一名普通妇女，从小就喜欢针线
活 的 她 爱 上 了 老 太 太 的“ 针 线 绝
活”——传统手工刺绣。张梅结婚后，

在婆婆的指导下开始学习祖传刘氏手
工制作儿童虎头鞋帽。

多年来，她将其他艺术元素和周边
地区手工刺绣的技法融入当地的刺绣作
品，形成了独特的手工刺绣作品。她的
作品多次在全国手工刺绣大赛中和传统
文化博览会上获奖，被多地民俗博物馆
收藏。2016年，郯城传统手工刺绣被临

沂市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张梅介绍，郯城传统手工刺绣源自

清朝，其刺绣针法多采用“绷花”“填补
绣”及“盘金边”等，其图形设计多数是
中国流传的祈福、祛病、纳财等图案。
比如多为男童穿戴的老虎、狮子等形
象，寓意虎虎生威、健康成长之意，对于
孩子的未来充满了祝福与期望。

近年来，随着现代制鞋制帽工业的
发展，传统手工刺绣的虎头鞋帽手艺不
再被人们所熟知，这些纯手工缝绣的虎
头鞋、帽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张梅
说她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创办一个“刺
绣传习所”，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这门
民间艺术，让老祖宗留下来的针线技艺
得以传承。 房德华摄影报道

从曾经的“倒立男孩”，到如
今的奥运火炬手，颜玉宏的故事
感人而励志。

颜玉宏，家住四川偏远山区，
未满1岁时，一次高烧不退，未能
及时治疗，导致病情加重患上了
小儿麻痹症，下半身瘫痪。2009
年，已到上学年龄的颜玉宏，既感
到读书的欣喜，更体会到了上学
路途的漫长。那是一条与众不同
的道路——倒立着用手走、爬着
走、拄着拐杖走，颜玉宏每天要咬
牙坚持 3 个多小时，才能“走”完
那段本不太远的路程。

为了给他治病，父母外出打
工，爷爷下肢残疾，接送颜玉宏的
任务就落在了奶奶身上。他家附
近的上学必经之路是一条很窄的
田坎路，这一段路只得奶奶背着
走。一上到乡村公路，颜玉宏担
心奶奶太累坚持自己走。路上有
很多小石子，手磨痛了就把鞋子
套在手上继续走，实在走不动了
才让别人帮忙。就这样，上学 1
个多小时，放学1个多小时，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颜玉宏无论春夏
秋冬，风雨无阻。

“我不想放弃自己。”颜玉宏
坚定地告诉自己。虽然家境困
难，但他憧憬着有一天像正常人
一样站起来。多年来，颜玉宏的
父母四处借钱、外出打工，到宜宾、到成都，一年又一年，
一趟又一趟。直到2012年，他终于来到宜宾市第二人民
医院治病。医生们被他坚强的精神所感动，给媒体打电
话希望报道一下，让更多的人关心、帮助他。在媒体报道
被广泛转载后，颜玉宏的遭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爱心从四面八方涌来，帮他闯过了重重医治难关。在经
过多次手术和康复训练后，虽然需要拐杖帮助，但他终于
站起来了。

颜玉宏热爱体育运动，尤其喜欢游泳，2012年四川
省残联游泳队教练给颜玉宏做了水上测试，结果令人鼓
舞：颜玉宏很有希望成为一名出色的游泳运动员。2014
年中国三星资助15万元，用于他的康复和训练。颜玉宏
每天坚持游 2000 米至 3000 米，下午再做手臂力量训
练。一年后，他在四川省残疾人运动会的游泳比赛上获
得3枚奖牌。

颜玉宏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对体育运动的
热爱，感动了无数人。他的这种精神同时与奥林匹克精
神非常吻合，为此，颜玉宏成功入选2018年韩国平昌冬
季奥运会火炬手。对于成功入选奥运火炬手，颜玉宏开
心地说：“爸爸妈妈非常支持我，让我做好自己，同学们也
很羡慕我。”作为一位体育爱好者和游泳运动员，他表示：

“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参加全国残运会。”
“我能行”，是颜玉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用自己的

坚持和努力改变命运，最后获得了成功，这一点非常符合
奥林匹克自强不息的精神。希望这种精神能影响更多的
人，传递给更多的人。”中国三星相关发言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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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喀喇昆仑山脚下，新疆叶城县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2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在这座陵园里，曾有一位退
伍老兵，毕其一生信守着对战友的承诺，默默地做一名守
墓人。他就是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叶城县民政局退休
工人艾买尔·依提。“他们是我的战友，一个战壕里待
过。我不能让逝去的战友们感到孤单、寂寞。”这位老兵
生前这样说。去年8月份，这位令人尊敬的73岁老兵因
病离世，但他的事迹感动着无数人。

艾买尔·依提是孤儿，幼年时父母相继离世。虽然失
去了至亲，但年幼的艾买尔·依提并不缺少亲情，在党和
政府的关怀下，在亲属和各族乡亲的照顾下，艾买尔·依
提健康长大。1960年4月份，在喀什地区卫生学校就读
的他面对祖国召唤，毅然选择参军，奔赴戍卫祖国神圣领
土的第一线。

1962 年，艾买尔·依提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
战。在一次战斗打响的前夜，喀喇昆仑山边防前线朔风
凛冽、雪花漫天，气温骤降至零下30多摄氏度，战士们靠
在一起相互取暖。一名战友指着天上的星星对战友们
说：“那颗星星下就是我的家乡，如果我牺牲了，记得替我
扫扫墓，到我家去看望我的爸妈。”

战斗中，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所向披靡，取得胜利。硝
烟散尽，牺牲战友的心愿，成为艾买尔·依提永不忘记的
诺言。滚雷英雄罗光燮、爆破英雄王忠殿、战斗英雄司马
义·买买提……并肩战斗的战友们的英雄事迹，艾买尔·
依提铭记于心。那时候，这名年轻的维吾尔族战士就下
定决心，一定要为英雄们做点什么。1970年，退伍返乡
两年的艾买尔·依提得知叶城县烈士陵园招聘工作人员，
决定辞去工作去应聘，带着妻子和刚出生半年的孩子搬
进了烈士陵园。

在那座矗立在戈壁滩上的烈士陵园，艾买尔·依提一
家坚守了47年。其实，在外人看来，艾买尔·依提从军8
年、积极上进，曾先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中学校长，本可
有更好的人生道路。“战友们为国牺牲，我能活着回来，就
要为他们做点什么。陪伴他们、教育后人，对我来说就是
最大安慰，也是最充实的工作。”面对疑惑与劝说，艾买
尔·依提总是这样回答。

寒来暑往，艾买尔·依提守护陵园近半个世纪，即使
退休后也未曾离去，“要用生命履行诺言”。他坚持修整
坟茔、擦拭墓碑；搜集整理英烈事迹，为瞻仰者讲解；在烈
士长眠的土地上，种下6000 多棵松树、红柳；近些年又
成为宣传员，追忆缅怀烈士事迹，宣传民族团结，引导各
族群众珍惜幸福生活，共建美好家园。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新疆叶城县民政局退休工人艾买尔·依提：

用生命履行诺言
本报记者 乔文汇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①张梅展示自己的手工缝绣。
②在郯城县马头镇，张梅在设计创作狗年刺

绣作品。
③手工缝绣虎头帽。
④整理用于刺绣虎头帽的五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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