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11.16 星期四
主编：江卉 付勤 版式：徐云

专刊/评论 07

135位医学专家18年接力造福鹤峰百姓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通讯员 唐敏

荆楚楷模

主办：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

武汉协和医院援鹤医疗队——

恩施州鹤峰县，湖北的西南角，与
湖南省交界。

在这里，有这样一支医疗支援队。
从2005年至今，135名来自武汉

的医疗专家先后不间断开展诊断、手
术、培训、义诊等活动，为数万名群众送
去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还培养了一支

“带不走的专家队伍”。
他们，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附属协和医院（以下简称武汉协和医
院）组建的“援鹤医疗队”。

近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大山
深处，去探寻“十八载牵手相援”的感人
故事。

山里来了一群“白衣专家”

“从武汉坐飞机到恩施，从恩施坐
救护车，跑4个多小时山路才能到鹤峰
县城。往往是一大早从武汉出发，傍晚
才能到那里。”

11月9日，聊起18年前的一幕幕，
已经退休的武汉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
欧阳为相记忆犹新。

2005年7月1日，鹤峰县中心医院
迎来了“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的首批对口帮扶专家，拉开了武汉协和
医院与鹤峰县中心医院十八载牵手相
援的序幕。

“落后”，几乎是当时所有到过鹤峰
的武汉协和医院专家，对鹤峰县中心医
院的第一印象。

67岁的武汉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姚
尚龙回忆，因为软硬件水平都落后，鹤
峰当地许多患者只能舍近求远，到恩施
市里的医院求医问药。

啃“最硬的骨头”，就要派“最能打
的兵”。

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符荣，
是首批援鹤医疗队中唯一一名博士后。

一次，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到鹤
峰县中心医院，症状显示为头疼、呕
吐。通过CT检测，医院怀疑老人患上
脑肿瘤。符荣得知后，经过仔细诊断，
发现患者是鼻炎导致的脑脓肿，需要进
行开颅手术治疗。“记得当时没有先进

的手术器械，只能使用手摇钻、钢丝锯，
借助显微镜完成了整台手术。”符荣说，
那也是当地的医生第一次见到这种手
术方式。

那次手术成功后，“县中心医院来
了专家，能做开颅手术”的消息传开了，
一些患者慕名而来。

18年间，专家分别进驻到鹤峰县
中心医院的内科、外科、儿科、眼科、妇
产科、麻醉科等岗位工作，给予全方位
的帮扶指导。在他们的倾情帮扶下，鹤
峰县中心医院7个专科从无到有，15
个专科成长为州级临床重点专科，3个
专科荣获湖北省县级医院临床重点专
科，先天性胆总管囊肿根治术、动静脉
造瘘术等100多项新技术被创造应用。

为山区带出70多名骨干医生

“不知道欧阳为相教授还记不记
得，当年他们专家下乡义诊，我就在乡
镇卫生院工作。当时他给的建议，我还
记得。”

11月8日，鹤峰县中心医院党委
书记张恩力对记者说。

张恩力今年46岁，大学毕业后到
鹤峰县铁炉乡卫生院工作。2005年，
作为乡卫生院院长，他见到了武汉协和
医院首批援鹤医疗队的专家。

“我记得很清楚，欧阳为相教授是
产科专家。在卫生院义诊期间，他对我
们卫生院产科建设提出建议，对我们乡
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
起到很大作用。”张恩力说。

和张恩力一样，鹤峰县中心医院院
长张松华，也是援鹤专家带出来的“徒
弟”。

1999年大学毕业后，张松华就在
医院担任内儿科医生。“武汉协和医院
的专家来了之后，他们不仅带着我们坐
诊、查房、做手术，还开展培训授课、下
乡义诊等工作。”张松华说，在专家们手
把手的教导下，他学会了“溶栓治疗”

“小儿心包腔穿刺术”等。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鹤期

间，武汉协和医院的专家变“输血”为

“造血”，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为鹤峰
县中心医院打造“带不走的专家队伍”。

“通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取得了非
常好的效果。目前我们有70多名骨干
医生是在武汉协和医院专家的带教下
成长起来的，我们的很多学科是从无到
有，填补了我们县中心医院的技术空
白。”张松华介绍，在武汉协和医院的帮
助下，鹤峰县中心医院成为省内第一家
利用远程平台开展伤口、压疮等护理专
科会诊的县级医院，已有上千名当地患
者因远程会诊而获益。

在“牵手”中实现人生价值

37岁的贾杰是武汉协和医院关节
骨科副主任医师，今年7月初来到鹤
峰。

值得一提的是，来鹤峰之前，他放
弃了出国进修的机会。

今年8月，一位40多岁的患者来
到医院。该患者此前因为股骨头坏死，
已经拄拐十余年，基本丧失了劳动能
力。“当时我们给他进行了关节置换手
术，手术后的第二天就能下地行走。”贾
杰说，40多岁的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
帮助他恢复行动能力就是挽救了一个

家庭，“我觉得这样的支援，更有意义”。
和贾杰一样，30岁的武汉协和医院

主治医师陈儒，也是今年来到鹤峰支
援。此前，她已多次参加下乡义诊活动。

一次在邬阳乡的义诊，她接待了一
位患有肺部疾病的老人。

“因为乡镇卫生院没有穿刺抽液的
条件，所以只能开药缓解她的病痛。”陈
儒说，希望通过不懈努力，能进一步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虽然已经离开鹤峰十余年时间，武
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符荣依然牵
挂着千里之外的鹤峰。

他说：“广大农村群众需要较高水
平的医疗服务，医务工作者到广大的农
村去、到基层去、到一线去，锤炼作风和
意志品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武汉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玉说，让
优秀的医生到基层去，将面向基层的工
作做得更好，是协和医院作为“医疗国
家队”的使命。未来，医院还要进一步
打破壁垒，通过共享管理、医疗、教学、
文化资源，选择适合当地实际的医疗技
术、路径，注重当地医务人员培养，实现

“输血”向“造血”转变，打造“带不走的
医疗队”，推广医疗帮扶的“协和模式”

“鹤峰样板”。

武汉协和医院援鹤医疗队连续18年
为山区百姓健康贡献“协和力量”，他们
身上有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
伤、大爱无疆”的精神。2022年“三八”妇
女节，武汉协和医院援鹤医疗队经过长
途跋涉来到中营镇红岩坪村，为我们开
展急救知识培训，让民兵队员掌握了心
肺复苏术等急救知识，提高了民兵连的
应急救护处理能力。

今年八一建军节，医疗队的专家再
次为我们开展了健康知识讲座和义诊，
不用挂号预约就能面对面享受到最优质
的医疗服务，我们心里很温暖。18 年
来，医疗队翻山越岭走遍鹤峰县9个乡
镇，为30多个村组群众免费义诊，有2万
多名群众在家门口接受了武汉协和医院
专家的专业诊疗，我们为医疗队的每一
位专家点赞。
——“荆楚楷模”、鹤峰县贺英女子民兵连

点 评

从“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
“三万活动”到“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博
士服务团”，项目换了一个又一个，但武
汉协和医院与鹤峰的“缘分”一直没有间
断，这是为什么？

在采访中，来自武汉协和医院的许多
援鹤专家都说，是因为“割舍不断的情缘”。

大山百姓的殷切期盼、当地党委政
府的满满诚意、专家们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使命感，让这段“情缘”延续至今。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八载不间断
地对口帮扶。武汉协和医院援鹤医疗队
用实际行动，完美诠释了“仁爱济世，协
诚人和”的精神。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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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模名片

近日，武汉协和医院援鹤医疗队上榜“荆楚楷模”季度人物。

图为2005年，武汉协和医院援鹤医疗队下乡义诊。（资料图片）

近日，武汉两所毗邻高校共同官宣，试开放
两校之间的“友谊门”。“新校门”一侧是“武汉理
工大学”的牌子，一侧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牌子，
两校师生可通过刷脸或刷校园卡自由进出。

2020年以前，这个门是开放的，两校师生自
由互通。现在，两校商议后决定重新开放，一起
重新维修设计，分别挂上各自的校名牌，“一门两
校名，师生自由行”的佳话由此传播。在两个高
校微信公众号的评论区，有表达祝贺的，“愿两校
友谊长存，共同进步”；有借此来一波回忆杀的，

“这个门承载了太多的思念”“2011 年穿过小园
门，去理工大风味食堂吃饭，遇到了我的初恋”；
甚至还有作诗的，“华师武理友谊长，两家仅隔一
面墙。互通有无佳话传，双向奔赴共远航”。

两所学校用一种心有灵犀的方式，顺其自
然、顺水推舟，成全了一桩美事。这样的促成过

程，是简易还是繁琐？公开的过程性信息很少。
但正是这么一个好像波澜不惊的“官宣”，使得省
内外一些高校的学生由此接力送上真诚的祝福，
并表达了切己的期盼。这样一桩美事，区别于学
术影响力、科技创新实力等领域，向外界展现了
湖北武汉高校的另外一种形象和气韵。

这是一扇友谊之门。最直观的，两个校园的
道路、景致，一些基础设施，得以共享，有助于在潜
移默化中形成两校师生更大的生活圈、学习圈。
或许是绿荫小道上的谈心，或许是运动场上的球
技切磋，或是互相蹭饭、互相蹭课，一进一出、一来
二往间，扩大了边界的校园氛围、情谊，有望得到
滋养。更深层的，一扇门承载彼此之间的点点滴
滴，也将沉淀为两校师生共同的美好回忆。

人们认同友谊之门的打开，也期待发展之门的
推开。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我国看，校际合作是个

趋势，强强联合、取长补短、聚合优势，不少高校及地
方都受益于此。湖北高校众多，无论是服务于国家
战略，还是服务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抑或加强自身
相关学科建设，学校之间，有竞争，也需要合作，这方
面的空间和潜力还很大。地理边界意义上的友谊之
门，应当连通更加广阔的发展天地。华中师大、武汉
理工，两校曾多次携手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进高校
组群式发展。陆续推进的合作事项包括专家互聘，
免费课程共享，互派研究生攻读学位，共同进行科研
项目申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学术交流等多个领
域。我省其他高校之间也有各自的探索。

从“一扇门”出发，物理空间、情感距离挨得
近了。同时，协同创新也要往深往实处走，通过
共享资源，传递开放、合作、创新的精神，通过合
作往来，擦出创新火花、结出创新果实，不断释放
大学之“大”在于开放包容的鲜明气质。

“友谊之门”更是“发展之门”
□ 湖北日报评论员 余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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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扇门”出发，
物理空间、情感距离挨
得近了，协同创新也要
往深往实处走，通过共
享资源，传递开放、合
作、创新的精神，通过合
作往来，擦出创新火花、
结出创新果实，不断释
放大学之“大”在于开放
包容的鲜明气质。

近日，湖北省司法厅公
布《湖北省工伤保险实施办
法（送审草案）》，公开征求意
见及建议。此次办法修订
时，拟将超龄未退休就业人
员纳入工伤保障。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持续
加剧，越来越多的“银发族”
进入劳动力市场，随之而来
的用工争议也日趋增多。根
据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民
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截至2022年底，全国60周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 28004 万
人，占总人口的 19.8%。其
中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0978 万 人 ，占 总 人 口 的
14.9%。党的二十大报告指
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有效应对人口
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
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此前，浙江宁波一名60
岁的快递分拣工凌晨在岗位
上猝死，负责方推诿回避不
认工伤曾引发热议。退而不休的超龄劳动
者，一方面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方面处
在权益保障的尴尬境遇。根据相关规定，劳
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现实中不少用人单位“宣称”只存在劳务关
系，不存在劳动关系，让部分超龄劳动者权益
保障一度处于“真空地带”，甚至还衍生出了
个别人伪造身份证、虚报年龄的违法问题。

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并不意味着劳动
能力的丧失。“银发族”再就业现状也暴露出
超龄劳动者的再就业困境，有技术专长者，多
被抢着返聘，低技能劳动辅助性的工作，大多
由超龄劳动者顶岗，但遭受职业伤害的风险
高，对职业危害救济的依赖度大。

超龄打工者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劳动
者”，公共政策不能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实际
上，事实劳动关系也是受《劳动合同法》保护
的。老年群体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把超龄就
业者视为一种经济社会资源，公共政策要适
度调整以适应崭新的背景，尊重超龄群体合
法权益。

年龄有超龄一说，但权益保障没有“超
龄”一说。填补制度缝隙，增加对超龄打工者
劳动权益的制度供给，有效降低维权难度，既
要为其保障安全，也要助其谋求生计。用良
法善治为其兜底，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
房屋保障等全覆盖，提供就业机会，降低就业
风险，让超龄劳动者同样是有尊严、有保障的
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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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视点

近日，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张良仁因为“吃饭太认
真”，火上了热搜。他的美食“探店”视频在年轻人中圈
粉无数。（11月15日《南方日报》）

近年来知识跨界让内容出圈，诸如此类的创意传
播屡受好评。将美食与考古结合起来，让高冷的专业

知识实现雅俗共赏，进而降低接受门槛、平添几分趣
味。知识传播本来有自身的壁垒，是生硬地说，还是生
动地说，传播效果大为不同。知识来源于生活，找准与
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在共鸣中更能实现“冷门”知识深
入人心。 （文/程曼诗）

近日，黑龙江某市一市民反映
当地政务大厅午休期间紧锁大门，
市民只能在户外挨冻等待，引发讨
论。当地之后发布整改措施：政务
大厅开始接待工作前，办事群众可
以提前进入大厅等候区；实行员工
轮岗制度，保证午休时间不间断服
务；增设预约通道，线上线下同时
办理，提高办事效率。

近年来，全国多地的政务大厅
陆续实行弹性工作制度，延长对外
办公时间，尽可能照应群众诉求。
宁可自己麻烦一点，也要让群众方
便一点，接待群众也是为民办事的
一部分，群众感受到的服务温度，
往往就藏在一个个小细节里。

群众在哪里，服务群众的主场
就在哪里。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
遇到的情况可能多种多样，多从群
众立场想问题，多从具体实际找答
案，灵活机动，才能彰显主动。办

事场所，往往是一窗之隔、一门之
隔，隔的是物理距离，不能隔的是
一颗为民之心。

很多规定，包括一套标准流
程。客观而言，这有利于保持相关
工作的规范性。规定有其严肃性，
但它并不排斥因人和事适度调整
的灵活性。面对一些现实情况，无
论是从管理的角度、服务的角度，
还是从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共识
度，很多规定也并非一成不变，需
要“动起来”。

无数事实证明，作风转变能带
来良好口碑和发展效益。很多事
情看起来微小，但捕捉到了，用心
做好了，能让人如沐春风。政务大
厅是为群众办事的服务点，也是群
众各种诉求的集散地，不能守着规
定故步自封，而是要从群众直接感
受到的点滴做起，才能事成了，心
也暖了。

细节之处见温暖
□ 湖北日报评论员 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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