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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5岁的抗美援朝退伍老兵张伯，
3个月前进食出现吞咽梗阻感，到后来吞咽梗
阻加重至无法进食，身体日渐消瘦，前往医院
就诊，诊断为食管癌。医生建议，食管癌高危
人群可主动进行筛查。

“小切口”完成“大手术”

食管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外科手术是治疗食管癌的首选方式。传统的
手术方式医生要分别在颈部、胸部、腹部打开
切口，切口总长度 50-60cm。然后用撑开器
把肋骨撑开，并进行肿瘤清扫、消化道重建等
操作，创面大，损伤重。术后容易发生肺部感
染、吻合口漏等并发症。

目前，胸腹腔镜联合微创食管癌根治术，
创伤小、恢复快，告别以往开胸、开腹、开颈的
困境。专家表示，纵膈及双侧喉返神经清扫
彻底，患者的长期生存有明显获益。

专家为张伯进行了胸腹腔镜联合下颈胸
腹食管癌根治术，共彻底清扫了淋巴结48枚，
17枚癌转移。术后第一天张伯下地活动，恢
复良好。

高危人群应主动筛查

若要降低食管癌风险，需要戒烟限酒，避
免进食过快、暴饮暴食、烫饮，膳食搭配合理，
注意口腔卫生，不吃不洁、过期、霉变食物，不
吃或少吃熏烤肉类、咸鱼、油炸食物、酸菜腌
制品等。

若有符合下列任一项者列为食管癌高危
人群，建议主动进行筛查：年龄>40岁；来自食
管癌高发区；有上消化道症状，如恶心呕吐、
反酸腹痛、进食不适等；有食管癌家族史；患
有食管癌前疾病或癌前病变；具有其他食管
癌高危因素（吸烟、重度饮酒、头颈部或呼吸
道鳞癌等）；患有胃食管反流病；有人乳头瘤
病毒感染。 （林清清）

吞咽困难
需警惕食管癌

□本报记者 牛超 文/图

昨天上午，新华区矿工路街道民
主街社区内，一个个临时搭建的体检
室前，居民们排着长队，测血压、测血
糖（右图）、做心电图等，一片忙碌。

“免费体检送到家门口，真好！”84岁
的居民徐志华说。

徐志华家住市区体育路15号院，
是平煤神马集团退休职工。“退休后，
已经好几年没体检了。”徐志华说，她
最近有点头晕，原本想着春节过后去
医院检查一下。没想
到，前几天，社
区 在 家
属

院张贴通知说要免费进行体检。
徐志华的女婿赵庆平今年62岁，

5年前，因脑溢血后遗症导致半身不
遂。当天早上不到8点，徐志华和女
儿袁静推着赵庆平来到社区，门口已
经排起了长队。考虑到前来体检的
都是老年人，社区随即腾出会议室，
老人可坐在里面等候。志愿者端来
茶水，并帮他们“叫号”。

测体温、登记……看到赵庆平行动
不便，大学生志愿者方梓兆急忙上前帮
忙推轮椅，并搀扶其做B超、做心电图，

直到检查

做完。“这可是VIP
服务，太感谢了。”赵
庆平说。

“甲状腺有结节，是啥
意思，有事吗？”70岁的李秀英拿
着体检表问医生汪旭炜。

“甲状腺结节就是甲状腺内部出
现包块或者长了疙瘩，分良性结节和
恶性结节。你的这个结节比较小，不
用管它，没啥事。只要注意每隔半年
或一年检查一次，如果变化大，需到
医院进一步确诊。平时吃饭时，少吃
海鲜、海带、紫菜之类的食物……”汪
旭炜叮嘱道。

据了解，民主街社区有 4000
余户、1.3 万余人，其中近 1/4

是老人。为了服务好这
些老人，社区开设有

活动室、棋牌室、
健身室。近

日，考虑到
受 疫 情

影
响 ，

老 人 去
医院集体体

检多有不便，社区
与美年大健康平顶山体检分院协商
后，索性将医生请到社区，搭建移动
体检中心，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免
费体检。新华区移民局得知此事
后，专门为社区送去了口罩、消毒液
和免洗手液等消毒用品。

“体检项目包括血压、血糖、心电
图、甲状腺检查等。”美年大健康平顶
山体检分院个检部经理王晓说，他们
除了带来体检设备外，还邀请数名医
生到场解答居民的提问。

“此次体检将持续两天，针对行
动不便、无法到现场的居民，我们随
后会协调进行上门体检。”民主街社
区党委书记郑树兵说。

免费体检进社区
众多老人受益

吹笙吹笙、、做笙做笙，，带着村民自娱自乐带着村民自娱自乐

七旬老人成村宝七旬老人成村宝
□本报记者牛超/文禹舸/图

今年70岁的王尚志家住新
华区香山管委会石桥营村，自
幼喜欢玩民族乐器，尤其是笙，

“钟情”了几十年。他做的笙是
市内各剧团及演奏爱好者的首
选，还远销新疆、山东等地。此
外，他带领村民自编节目在周
边村庄义演。去年，在河南省
开展的“寻找村宝——大型文
化志愿公益活动”中，王尚志被
评为村宝。

2 月 27 日上午，王尚志在
家中制作乐器笙（上图）。家住
市区工人文化宫附近的演奏爱
好者闫富田找王尚志修笙。70
多岁的闫富田认识王尚志十余
年了，他说：“王尚志吹笙、做
笙、修笙都是一把好手。”

从吹唢呐到做笙

王尚志老家在漯河，自其
爷爷起，家里就世代吹唢呐。
1977 年，王尚志到平顶山郊县
豫剧团乐队吹唢呐。“唢呐和笙
都是民族乐器，有很多相通之
处，所以吹唢呐的时候，我也试
着吹笙。”王尚志说，他刚开始
就是吹，不会修。“笙的发音主
要来自里面的簧片，这东西受

天气影响容易热胀冷缩，尤其
是冬天，需要重新调试音准。”
当时生活条件不好，每次找人
调试，都要花钱。于是，他开始
摸索着自己修。慢慢地，维修
水平越来越高，不少演奏爱好
者都开始找他维修。

后来，他又萌发了做笙的
想法。“祖上世代都是木匠，做
木工对我来说不成问题。”王尚
志开始做二胡、笙、唢呐等民族
乐器，还在市工人文化宫附近
开过店。王尚志说，做一个笙
差不多要一周时间，目前，他做
的笙已远销新疆、山东等地。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在王尚志家，除了摆放整
齐的竹管、待组装乐器的零部
件外，就数堂屋墙上张贴的密
密麻麻的奖状及桌子上摆放的
荣誉证书最吸引人。有他的也
有其家人的，唢呐比赛金奖、河
南省戏曲票友大赛豫剧类成年
组金奖……还有去年河南省

“寻找村宝——大型文化志愿
公益活动”评选中，王尚志被评
为村宝的证书。

“玩了一辈子乐器，唱了一
辈子戏，20多岁当兵给战士们
唱，复员回来给乡亲们唱，没想

到能被评为村宝。”王尚志说，
他妻子叶秋也爱唱戏，还曾在
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获得
过擂主。在他和妻子的带动
下，石桥营村热爱文艺的村民
自发组织了一个“小剧团”。

“村里给我们配有专门的
活动室，每周六、周日下午，我
们会一起排练、切磋技术。”王
尚志说，石桥营有六百余年历
史，村里“一步两眼井和五步三
孔桥”“茶锅地”等传说源远流
长。他们把这些传说编成节
目，在周边村庄义务演出，旨在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宣传石桥
营。

“村宝就是乡村的形象大
使、文化使者。现在生活好了，
农闲多了，腰包也鼓了，我们也
有时间发展自己的爱好了，顺
便宣传宣传家乡，多好。”今年
75岁、爱拉板胡的周贯说。

“前几天，我们还在滍阳镇
薛庄村连演了3天，大部分都是
我们自编自演的节目。”李国强
说，他今年55岁，爱好唱戏。没
事时，他们都组团到周边村子
义演。

“能在有生之年，为丰富村
民生活、为乡村振兴出分力，我
感到很高兴。”王尚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