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闲情逸趣2016年8月26日 星期五 E-mail:rbfk@pdsxww.com 编辑 蔡文瑶 校对 刘璞

岁月如斯，流年
若水。今年，喜逢市
第一人民医院建院
六十周年，在该院建
院 六 十 周 年 之 际 ，

《平顶山日报》《平顶
山晚报》特开办“名
医名家”栏目，以回
顾医院六十年来的
医教科研工作之往
昔，折射医疗事业发
展之征程。

为此，我们将陆
续刊登医院各科“名
医名家”的医疗成就
及感人事迹，以传承
历史、启迪未来、弘
扬文化，并让其成为
激发“一院人”奋发
有为、开拓创新、再
创佳绩的精神源泉。

我们将从不同
角度撰写独家深度
文章，与广大读者一
起分享他们的医疗
观点与智慧。我们
希望通过这个栏目，
让 更 多 市 民“ 面 对
面”地了解他们，亲
身感受市第一人民
医院各科专家的医
疗技术魅力。

名
医
名
家

六十风华传薪火六十风华传薪火
名医名家惠鹰城名医名家惠鹰城

市第一人民医院建院六十周年系列报道之——

（本版图片均为李英平摄）

即使不懂医学的人，也知道心脏对人的重
要性，它必须一刻不停地跳动，人的生命才能维
持。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有位心脏外科“高人”，
他的绝活就是在做手术当中“让心脏在手中跳
动”。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高人”，心脏大血
管外科（以下简称心外科）主任彭月华。

始于兴趣、业精于勤，把挽救患者生命当己任

“心脏手术不像其他手术，总有一些意想不
到的情况发生，这就需要医生精准判断，哪怕仅
仅是百分之一的差错，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
果。”彭月华说，他的责任和压力也正来源于此，
每天制定手术方案、在跳动的心脏上动刀子、搭
桥、打补丁……已经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只有
当患者转危为安时，才是最好的压力释放。就在
记者预约采访的当天，他才结束了一台长达6个
小时的手术，术后为了谨防突发状况，他又在患

者身边值守了一夜。
彭月华毕业于新乡医学院，从医31年，从最开

始的普外科、心胸外科，一直干到现在的心外科，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手术起来快速、精准，尤其是
在冠脉搭桥，心脏瓣膜成型与置换，先天性心脏病、
主动脉夹层及动脉瘤的手术及介入治疗方面，可谓
独树一帜。虽然心外科是一个风险大、压力大、工作
重的科室，他却一直钟爱，并在医术上孜孜以求，不
断突破创新，得到了患者信任、业内人士的好评。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患者本
身，在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状况的疑难手术中，更
像是一种自我挑战。”彭月华说，从事心外科工
作这许多年，他是“始于兴趣、业精于勤”，誓要
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生命。

精准医疗、悉心指导，打造出一流技术团队

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是一项专业技术含量很

高的手术，并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它需要
拥有手术组、体外循环、麻醉及术后监护团队紧密
配合。心脏血管外科手术的患者，手术成功并不
一定是康复的标准，术后的24小时监护也是重中
之重。彭月华带领着他的团队，稳扎稳打，坚持“抢
救生命重于一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心脏瓣膜手术同期房颤射频消融技术获
成功”“开展二尖瓣修复手术获成功”“为一极危
重冠心病患者成功实施冠脉搭桥手术”……该
科成功救治极危重患者的典型案例数不胜数，
不仅免去了许多患者异地诊治的奔波之苦、节
省了费用，还标志着心外科复杂心脏病的治疗
一次次达到了新高度。

就心脏冠脉搭桥术来说，以前是在体外循
环下做手术（即在心脏停跳的情况下做手术），
但通过实践和大量文献表明，在体外循环下做
手术持续时间长，创伤大，对病人身体短期内可
能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彭月

华与他团队所做的心脏搭桥手术，98%都是在
心脏跳动中完成。“这就要求医生有极高的手术
技能，以及与团队的全面协作能力，不能有一丝
马虎和瑕疵。”采访中，彭月华说得最多的就是
精准医疗，他时常鼓励团队成员：“医学是门实
践的学科，需要终身学习，技术、严谨、自信一个
都不能少。面前的病人应该得到最好医疗、精
准医疗、规范治疗，上了手术台，就应该是国家
级水平。”

如今，彭月华带领的心外科已经成长为一
支善打“硬仗”的一流技术团队，能够独立开展
冠心病冠脉搭桥（心脏停跳或不停跳），同期瓣
膜置换与成型，心脏瓣膜病心脏瓣膜置换与成
型，心律失常的手术同步或独立的消融治疗，先
天性心脏病、大血管病（动脉瘤、夹层）的手术与
微创介入治疗，主动脉置换，心脏肿瘤、心包疾
病等多种手术治疗。

（本报记者 范丽萍）

他从医33年，主刀手术近万例，经他治疗
的病人，无一不对他的专业技术竖大拇指。如
今，知非之年，他依然奋战在医疗一线，每天接
诊病人，在手术台上挥汗如雨，他就是我市第一
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李鹏飞。

青年从医器早成

1983年，从河南省医学院毕业后进入市一
院外科工作，李鹏飞参与了最初的心胸外科的组
建工作。1989年，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了胸外科
的专业发展之路，李鹏飞带着医院领导的重望，
前往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胸心外科、长海
医院进修，规范化的胸外科技术、专业的手术操
作以及在如今胸外科专业都属先进技术的微创
手术都在李鹏飞的刻苦钻研下学有所成。从第
一例先心病患儿到每年接诊千余例患者，李鹏飞
带领科室在我市心胸外科领域崭露头角。

技术日臻完善，胸外科的发展走上了正
轨。对于李鹏飞来说，技术只是打开专业大门

的试金石，但是医生的德行才是让患者满意的
金钥匙。熟悉李鹏飞的人都知道，他不仅仅是
一名出色的心胸外科医生，而且还处处站在患
者立场上考虑。曾经的先心病小患者就是在李
鹏飞一次次骑着自行车上门家访中才又被重新
送回病房接受了手术。

人赞回春手，医传盖世功。患者的信任与
依赖背后，是李鹏飞无私的付出，为了重症患者
手术后的恢复，他曾经连续一周吃住都在病房；
为了患者的利益，他甘冒风险帮助复杂食管癌、
肺癌、主动脉瘘患者手术。患者都说：“李主任
有一双灵巧的手，还有一颗从医者最宝贵的仁
心。”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很多都跟他一直保持
联系，节假日都会送来一条简短的祝福。就是
这种与病患亲如一家、努力挽救的职业态度，让
李鹏飞一次次获得荣誉，获得掌声。

精湛技术填空白

从以往的心脏外科手术到如今大刀阔斧地

开展肺癌、气管肿瘤、食管癌、重症肌无力、支气
管扩张及支气管扩张大出血、结核瘤及各种肺
部及食管良性肿瘤、肺气肿、肺部转移瘤、良恶
性胸腔积液、肺隔离症等，在李鹏飞的带领下，
市一院心胸外科的多项技术填补了我市相关技
术领域的空白，其中复杂性肺癌、气管肿瘤、食
管癌以及各种胸部外伤、气管异物的抢救和治
疗技术已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从医 33 年来，李鹏飞通过不断的探索与
创新，带领着他的团队在心胸外科精准微创领
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及病患的认
可。他现在担任中华医学会平顶山
市分会胸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南省分会
常务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食管癌
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河
南省分会微创外科学组委员等职
务，代表了他在学术领域的建树。

业余时间，李鹏飞还积极投身到

学术科研中，上世纪90年代末，他发表的学术
论文在《实用外科杂志》以及我市科技进步表彰
中刊发获奖；本世纪初，由他参与完成的心包内
处理血管全肺切除并术后胸内化疗药物灌注治
疗中心型肺癌、常温体外循环去白细胞温血心
停跳液持续灌注心脏直视手术、微创手术治疗
动脉导管未闭、微创去白细胞温血停搏液连灌
心内直视术等科研成果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
果，为心胸外科的专业道路指引了全新技术方
向。

（本报实习生 李莹 记者 牛瑛瑛）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胸外科

主任李鹏飞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主任杨树立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
心脏大血管外科

主任彭月华

引领胸外科
“心”技术

在心脏上构筑
“放心工程”

守护百姓健康的
“人体管道工”

初见杨树立，他形象地把泌尿系统比喻为
“下水道”，自称是“人体管道工”，细想确实如
此。一直以来，在泌尿外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上，靠着敏锐的嗅觉和不懈的追求，杨树立和
他的团队在临床技术的应用上取得了一个个
突破。

临床实践和科研齐头并进

今年51岁的杨树立1987年从河南医科大
学毕业后就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工
作，从一个毛头小子一步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科室负责人。

杨树立先后在天津泌尿外科研究所、北京
朝阳医院、北大附属第一医院进修学习，具备
分析和处理泌尿外科各种疑难杂症的能力，能
独立开展各类各级泌尿外科手术。1990年率
先在我市开展同种异体肾脏手术并获成功，填

补了我市该领域的一项空白。
杨树立擅长肾上腺肿瘤切除术、肾癌根治

术、前列腺癌根治术、肾输尿管全长及膀胱袖状
切除术等泌尿外科手术，尤其是近年来成功开
展各种腔内微创手术，如经尿道电切术治疗前
列腺增生及膀胱肿瘤，经皮肾镜及输尿管镜下
气压弹道、钬激光碎石取石术，后腹腔镜下进行
肾上腺、肾脏、输尿管等各种微创手术，为众多
患者解除了病痛，在患者及其家属中享有盛誉。

临床实践的同时，杨树立在科研上也不断
追求。从医近30年来，他先后发表省级以上专
业学术论文20余篇、获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
等奖三项，著书一部。1999年被评为平顶山市
卫生局首批拔尖人才，2000年荣获平顶山市第
二届青年科技进步奖，被授予“优秀青年科技专
家”称号。同时，他还是河南省泌尿外科学术委
员会委员、河南省器官移植学会委员和《河南外
科学杂志》编委。

一切为了患者

众所周知，泌尿外科的工作又脏又累，患
者还以老年人居多，他们不少有糖尿病、高血
压、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手术起来具有一定
的风险。为了解除患者的病痛，杨树立不怕
脏、不怕累，对待患者认真负责，视患者为家
人。每次为患者特别是疑难杂症患者进行手
术前，他都会亲自到病床前与患者谈心，坦诚
地告诉他病情和手术的重要性，表示会竭尽全
力帮助他们，从而消除患者对手术的恐惧感，
有利于手术的顺利开展以及病人的术后恢
复。为了给病人节省费用，他还尽力为每位病
人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确保诊疗准确，不让
病人走弯路，花冤枉钱，受到了广大患者及其
家属的一致好评和赞誉。

在 2008 年四川灾区的抗震救灾中，杨树
立第一时间报名参加救援活动。作为河南省

抗震救灾医疗防疫救援总队第三支队的支部
书记和支队长，他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带领
队员克服重重困难，在湿热、蚊虫遍地的环境
中建立帐篷医院，带领医疗队恢复重建医院的
各项规章制度，并深入到偏远地区农村，提供
医疗服务，受到了当地村民的爱戴。

在杨树立的带动下，目前泌尿外科发展迅
速，诊治患者数量、新技术、新业务开展都大
幅度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成功开展各种腔内微
创手术。科室先后发表省级以上专业学术论
文百余篇，获市科技进步奖数十项。

面对取得的荣誉和成绩，杨树立并没有陶
醉。他认为，作为一名医生，他多年的工作历程
变得极其简单而自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更
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他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
泌尿外科医生，每天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医生
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已。”

（本报记者 魏应钦）

有时会听到一种抱怨，说我们的
生活愈来愈没有诗，这抱怨令我深思。

回过头看，历史上我们是一个伟
大的诗的国度。诗，曾经让我们为国家
民族的兴亡慷慨悲歌，为无所不在的生
活与性情之美而吟唱。可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诗从我们生活中离去了，到哪
里去了呢？是它弃我们而去，还是我们
主动疏远了它？我们真的没有诗也一
样能活得挺满足，真的不需要享用诗
了？没有诗的生活究竟缺乏了什么？

你有没有因此而感到某种心灵上
的荒漠感？

其实，诗的小众化在世界上已是
共同面临的问题。许多曾经产生过诗
神诗圣的国家，诗也在被公众淡漠。
十多年前，我在维也纳中心拉什马克
地铁站内，看到墙壁上贴了许多纸块，
以为是留言的条子。这里的人有这种

奇特的“留言”习惯吗？一问方知，这
些纸块上写的都是长或短的诗句。原
来是一些诗人，也有爱好诗的普通人，
写了诗无处发表，受众少，便贴在这
里，有的纸上还写着个人的手机号
码。如果谁读了，喜欢他的诗，便可以
给他打个电话私下交流一下，仅此而
已。据说后来互联网普及了，就很少
有人这么做了。

当今我们的互联网也是诗的传播
工具。我们有出色的诗人和出色的诗，
可是与欧洲人不能比，在欧洲还可以见
到日常的诗的生活。我在阿尔卑斯山
里碰到过村民的诗会，在俄罗斯遇到过
老百姓聚餐时一个个站起身朗诵自己
喜爱的诗歌。可是我们的诗和诗人却
身处生活的边缘又边缘，可有可无了。

那年，汶川大地震时，我们赶到北
川站在一个山坡上，下边是被震成一片

废墟的北川城镇。当地文化馆的负责
人手指着一个地方告诉我，地震时著名
的禹风诗社的四十多名诗人正聚在那
幢房子里谈诗论诗，大地震猝不及防，
天灾中无一幸免，全部罹难。于是我们
站成一排向那个方向深深鞠躬致哀。
当今，真正痴迷于诗的人究竟不多了。

有人说，诗的消退是因为这种文
学方式不适于当代人的需要。还说这
种文学体裁早已度过盛年，走向衰老，
失去了生命的活力；比如说，唐人写
诗，宋人写词，宋代之所以改用长长短
短字句的词，正是由于诗的能量已被
唐人用尽。真的是这样吗？诗只是一
种文学体裁吗？我们读古人的诗句而
受到了触动和感动，是因为这种文学
体裁，还是其中那些对生活深处的韵
致的心灵感知与发现？我们现在对生
活为什么没有这种敏感与发现，没有

这种表达的情怀呢？我们的心灵变得
粗糙而愚钝了吗？

其实，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心灵
上，而不是文学上。

如果我们现在眼睛里全是微信，
问知全靠电脑，天天找寻的大多是商
机，心中关切的只是眼前的功利；如果
我们的快乐大都从盈利、物欲、消费中
获得，诗自然与我们无关。

在市场时代里，消费不仅要主导
市场，也要主导我们。消费文化是消
费的兴奋剂，所以消费文化都是快餐
式的、迎合的、被动的、刺激的、欲望
的，又是便捷的。消费过了就扔掉。
一切都是暂时的快意与满足。消费方
式异化着消费者，商业文化也在把我
们商业化、浅薄化、粗鄙化。这样，诗
一定没有立足之地。因为在所有文学
样式中，诗是最不具有消费价值的。

诗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呢？那就要
先弄明白诗的本质。首先，诗是精神
的，精神愈纯粹，诗愈响亮。诗是情感
的，情感愈真纯，诗愈打动人。诗还是
敏感的、沉静的、深邃的、唯美的、才情
的。我们的生活能给诗提供这样的生
存环境吗？更关键的是，我们有这种
精神的需求吗？如果没有，还奢谈什
么诗？如果有，如果需要，诗可不是奢
侈品，它会不请自来。

如果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一定会
失掉与它相关的那些东西。那就是精
神的纯粹、心境的宁静、生活的韵致，
还有对美与才情的崇尚等等。那么，
我们的生活不就会变得平庸、乏味、浅
薄和枯索了吗？

有诗与没有诗的生活是不一样
的。如果诗离我们远了，怎样才能把
它召唤回来？

冯骥才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诗

下班回家，想起妈妈倚在门上微笑的
样子。每次进家门，好像回到了童年，喝着
芬芳扑鼻的姜茶，吃着妈妈自制的小吃，说
起上班时发生的事情，妈妈总是专注地听
着。妈妈今年84岁，但对生活还是充满热
情，她关心贫困者，关心环境。从日常的一
些小事中，我重新了解了这位妇人。当我
洗漱让水龙头一直开着时，她提醒我不要
费水；当送奶工跟她讲自家的不幸遭遇（他
爱人遭遇车祸，又患癌症）时，她给了他金
钱上的帮助，表现出极大的同情。

我们请的钟点工早上六点半来帮我们
做家务，我经常抱怨她做得不好、脾气不
好。但妈妈看重她的优点，说她事业心强，
天刚亮就出来做工。我看着她们两个人亲
切地交谈，谈到后来，钟点工的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

我从大学的图书馆里带书回来给妈
妈，那也是我一直想读却没有时间读的
书。当看到妈妈读完的书放在房子里的各
个角落，我甚至有点嫉妒，妈妈尽力接受新
观念，尽力地拓宽视野。

我家厨房的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广袤
的草地，一直延伸到天边。每天早上妈妈
会到那片草地上去呼叫乌鸦，它们从远处
飞来，耐心地等她分两个地方撒下食物，较
弱小的鸟儿也吃得到。

我的院子过去荒草丛生、枯叶遍地，极
少的几株花也干巴巴的，看起来很不舒服，
但现在种了火鹤花、凤仙花、秋海棠。母亲
用厨房废料做的有机肥培植了很多美丽的
花草，给了我一个赏心悦目的院子，教了我
关于再利用和持续发展的功课。

今天，乌鸦群在天空中大声地呼唤我
妈，但她不在我这里；院子里的花开得很漂
亮，但它们很孤独。我妈去我姐姐家了。
一些人的存在让世界变得特别，我妈就是
其中之一。她让我懂得：生活中的小事将
房子变成家。

（印度）拉克希米·普拉迪普 韦盖利编译

怎样把房子变成家

和几位新认识的朋友泡茶聊天，有
一位问我：“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感受到无
常呢？”

我说：“无常是随时随地都在的，只是
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时，我们不能感觉罢
了！就像我们正在喝茶的这一刻，这个世
界有人正在热恋，而有人刚刚失恋；也就
在这一刻，有人正在死亡，而有人刚刚诞
生；这一刻，有人正在欢欣大笑，也有人正
在悲哀哭泣……我们时空的每一刻，都是
如此无常，如果我们仔细聆听，会同时听
到婴儿的生的啼哭与老人的死的悲叹，会
听见笑声与哭声同时存在！”

众人听了，都陷进沉思里，默默无
言，我趁这沉默的空当，把因久泡而失去
滋味的茶叶倒掉，边倒边说：“你们看这
萎黄的茶叶，在一小时前还有着多么甜
美的芬芳呀！这就是无常，我们的人生
短暂，实在经不起泡几泡的。”

等朋友走了，我一边收拾茶桌，一边
想着，因为生命无常，所以每一泡茶都要
专心地泡；由于人生短暂，每一个此刻都
要用心地生活。

人生，实在经不起泡几泡的。

林清玄

就在这一刻
●朋友圈准则
感冒要发朋友圈；被蚊子叮要

发朋友圈；睡不着要发朋友圈；失恋
要发朋友圈；任何小摩擦都要发朋
友圈；然而整容再疼都不发，坚强！

●有借“有还”
那天晚上，我走进一条小巷，忽

然一个人拿把匕首抵在我的腰上，并
对我说：“大哥，兄弟我走投无路，麻
烦借三百块钱。”我赶紧把钱包给了
他，没想到他真的只拿了三百，还留
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有钱了就还我。

没想到过了几天他真的打电话
给我，约我去那条小巷。我心想钱虽
然不多，但是不要让他以后内疚，于是
就去了……还是那把刀抵在我的腰
上，那个人这次对我说：“再借三百。”

●一文不值
同学二人一起打车，其中一个

问司机：“去 XX 大学多少钱？”司
机：“10 元。”他又问司机：“和这个
人一起去呢？”司机：“也是 10 元。”
于是，问价者扭头对同学说：“我早
就说过，你一文不值！” （菜菜/辑）

新
款
情
侣
衫

王
祖
和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