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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医院心胸外科的水平，是体现其外科水平的重要风向标。自2022
年7月奉化区人民医院和浙江省肿瘤医院达成合作后，该医院的心胸外科
水平得以快速提升。不管是肺结节患者还是食管癌患者，在奉化都能得到
和省级医院同质化的诊疗服务。

奉化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

小小“钥匙孔”里
解决心胸疾病大问题

因为食管癌手术涉及复杂的切除和
重建，手术后的大量吻合口还容易出现各
种并发症，是心胸外科里难度比较高的一
类手术，被称为难啃的“硬骨头”。自从浙
江省肿瘤医院专家常驻奉化以后，医院开
展这一类手术的数量也明显增多了。

有一位来自奉化农村的70多岁男性
患者，有长期饮酒史，几个月前突然感觉
时吃东西难以下咽，喉咙里很不舒服。在
医院做了胃镜检查后医生发现，患者食管
的病灶长达7厘米。以往像这类患者可
能要到在上一级医院寻求治疗，不过李健
强主任接下了该患者，并为他进行了食管
癌的切除手术。

因为手术需要先后打开胸腔和腹腔，
如果采用传统开放的方式进行，会在患者
身上留下两道长达几十厘米的疤痕。最
终，医生选择了微创的方式为患者手术，
先在患者胸部开了几个小孔，游离食管，
切除病变的食管，再在腹部开几个小孔，

游离胃，做管状胃，代替食管，在颈部开口
吻合重建消化道。手术进行了4个多小
时，非常顺利。

手术后12天，患者就出院了。如今
几个月过去，患者进食情况很好，身体情
况也恢复得不错。

据了解，自省肿瘤医院专家入驻奉
化区人民医院以来，已经开展了十几例
微创食管癌根治手术。“我们医院心胸外
科成立于2003年，是医院最年轻的科室
之一。虽然成立时间不长，但科室所有
人员曾分别去杭州或上海各三级医院进
修和学习。在上级专家指导下，如今科
室医生都能独立开展单孔胸腔镜等微创
手术。”奉化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主任宋
承军介绍，早在2018年，医院就与浙江
省肿瘤医院胸外科联合，设立了省肿瘤
医院陈奇勋主任医师奉化工作室，如今，
科室有省肿瘤医院专家长期入驻参与临
床工作。 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马碧幸

“钥匙孔”里做大手术
通过几个小孔治疗食管癌

如今，随着影像诊断设备和水平的
提高，在临床上或体检中发现肺结节的
人群越来越多。看到肺结节，不少患者
会莫名感到焦虑，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会
不会是肺癌？要马上手术吗？如何精准
判断和处理肺结节，不“滥杀无辜”，也不
错过危险的病灶，这十分考验心胸外科
医生的功力。

“大部分的肺结节都不是恶性的，大
家不必过于焦虑。有些肺结节不用处
理，只要定期观察就可以；还有些肺结节
必须尽早及时手术，一个微创手术就能
解决的问题，就不要去拖。”李健强是浙
江省肿瘤医院派驻奉化区人民医院的心
胸外科专家，他到奉化后，把科学的肺结
节分级诊疗理念带到了这里，对每一位
患者进行精准规范的治疗，避免过度手
术，又为患者及时“止损”。

一位40多岁的女性患者，2年前发
现有一个肺结节，从CT片上看，直径达

到了9毫米。不过因为当初她看了好几
个医生，有的建议手术，有的认为可以继
续观察，所以一直没有处理。

来到奉化区人民医院之后，李健强主
任判断，这位女患者的肺结节是恶性的可
能性很高，还是要尽快手术。对于患者害
怕胸部会有手术疤痕的问题，医生表示完
全不用担心，手术采用单孔胸腔镜，术后
只有一个长3厘米左右的疤痕。

果然，手术中的冰冻快速病理切片
显示，这位患者的肺结节是恶性的。根
据病理结果，李主任扩大了肺结节病灶
周边的切除范围，术后的常规病理检查
结果也显示，这是一个恶性程度比较高
的肺癌病灶。

去年，奉化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完
成100多例肺结节微创手术，手术切除
肺结节的阳性率达到90%以上，这个指
标已经能和省肿瘤医院的肺结节手术阳
性率基本持平。

精准判断肺结节性质
既能缓解患者焦虑又能及时“止损”

奉化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团队合影奉化区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团队合影。。

从祖父叶来荣算起，叶中央
已是家族传承的第三代灯塔
工。灯塔上的光穿透黑夜，为船
舶指引方向，也照亮了叶中央的
一生。

5岁那年，叶中央亲眼看到
父亲被台风刮走，夺去了生命。
15年后，20岁的叶中央也成为
了一名灯塔工，一直视岛为家，
视灯塔如生命，将满腔热情倾注
在灯塔上。

然而，岛上的生活远比想象
中艰难。岛上没有淡水，吃的用
的全靠雨水，一切物资全靠半月
一次的补给船送来。每次补给
船来，不仅生活物资要自己搬运，
发电需要的柴油也由灯塔工用

肩膀挑上岛。遇到台风天，补给
船过不来，断粮断菜就成了常
事。叶中央不是没想过办法
——在岛上种菜，但重度盐碱化
的泥土基本不给蔬菜成活的机
会；带着鸡苗上岛饲养，结果没过
几天就被海鸟和老鹰全部叼走。

在岛上，最怕的是生病。叶
中央一身的伤病就是长期在海
岛生活落下的。肺气肿，腰椎不
好，除了受湿气影响，主要是由
于长期艰苦的岛上劳作所造成
的。但他从未对人说起过，再苦
再累的活他都抢着干，从不找借
口推避。

然而命运却再次无情打击
了他。32岁那年的春节，为了

岛上其他职工下岛回家与亲人
团聚，叶中央留下守塔，妻女在
来岛过年的途中，船翻遇难。

大海无情，岁月艰苦。灯塔
带给他满心悲伤，但他仍然选择
了坚持。孤独的守望岁月里，叶
中央坚守“人在，灯亮”的承诺，
将自己的半生年华默默奉献，虽
经历亲人生离死别的悲痛，却不
曾动摇“为往来的船只点亮归
路”的信念。

“我是灯塔当家人，把塔守
好，哪怕再难再险也绝不回头。”
这是叶中央许下的承诺。

1987年，他被评为“全国最
佳灯塔工”，荣获“金锚奖”；1989
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劳模
叶中央逝世

叶中央(左)和孙子叶超群合影。资料图片

1984年镇海航标区招灯塔
工，叶中央为他唯一的儿子叶静
虎报了名。那时叶静虎已经在
开拖拉机，月收入上百元，而灯
塔工的月工资只有24元。但最
后，叶静虎还是走上了和父亲一
样的路——“灯塔工作我熟悉，
这是叶家人的使命”。

叶静虎取的微信名是：灯
人。他始终记得父亲常挂在嘴上
的一句话：把塔守好，人在灯亮。

当叶中央的孙子叶超群长
大成人，叶家的守塔传承也延续
到了第五代。

叶超群参军退伍后在舟山
的定海岙山油库工作。2012
年，宁波航标处招聘合同工，却
迟迟招不满人。爷爷叶中央和
父亲叶静虎开始劝他：还是去守
护灯塔吧！“爷爷已经退休了很
多年，可他还是心系灯塔，也希
望我可以把这份事业延续下

去。”就这样，叶超群成了第五代
守塔人。

“守塔时，意外情况时有发
生，想起爷爷的嘱托，我的心就
很安定，能让灯塔常亮，让船只
远航，是我的荣耀。”接受记者采
访时，叶超群一度哽咽，这个时
候，他似乎也理解了爷爷长达几
十年的坚持。

记者 朱琳 袁先鸣
通讯员 许文韬

守塔四十余载 一生与灯塔相依相伴

信念在传承 儿子和孙子都成了守塔人

记者从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宁波航标处获悉，全国
劳动模范叶中央于5月8日早晨7时逝世，享年85岁。

叶中央，1940年出生于浙江嵊泗县，1985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宁波航标处白节灯塔主任和花鸟
灯塔主任。1959 年，叶中央成为叶家第三代守塔
人。2013年，叶中央的孙子、叶家第五代守塔人叶超
群正式登岛。灯塔工，这份相对古老的职业，成就了
一个传奇故事——五代守塔，与海为伴。

在无尽的洋面上，叶中央像灯塔一样，做好了一
盏“指路明灯”，为渔民照亮“归来”的路。

痛别“守塔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