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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肝癌去世后

家人按照其意愿
捐出角膜和遗体

几天前，罹患肝癌多年的朱和艳
老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生命定格在
了47岁。这位同病魔抗争了17年
的老师生前曾遗憾地表示：长年生
病，全身有用的器官都不多了，也许
只有眼角膜还能用，就把角膜捐了
吧。

前段时间，朱和艳病情加重被送
进ICU后，就再也没醒过来，虽然她
来不及留下器官捐献的亲笔签字，但
家人按照其意愿捐了角膜，还捐献了
她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

朱和艳的人生之路，原本美好。
她从宁波大学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了
一名老师，不幸的是，2007年，年仅
30岁的她查出肝癌。当时，她结婚
才刚刚1个月。

美好的生活戛然而止。朱和艳
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抗癌之路。长
期吃药的副作用，导致她的肝肾等功
能都不太好。治疗了四五年，朱和艳
的病情总算稳定了一些，没再像之前
那样三天两头复发。

遗憾的是，2022年，朱和艳的肝
病又犯了，她又一次来到宁波市医疗
中心李惠利医院东部院区做了手
术。术后病情虽然好转，但朱和艳知
道，她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这期
间，她跟家人说，病休多年，学校和社
会给了她很多的关心和照顾，她很感
激，一直想着怎么能回报社会。她想
捐献器官，可长年生病吃药，肝肾肺
都不太好，全身器官可能也就剩下眼
角膜还能用，以后就把角膜捐了吧。

今年年初，朱和艳的身体时好时
坏，3月份开始反复患上肺炎，7月份
出现排尿困难，病情恶化，进入李惠
利东部院区的ICU后，她就一直处于
昏迷状态。眼看朱和艳的身体一天
比一天糟糕，家人特别是她的妈妈，
又想起她曾经说起的角膜捐献一
事。于是，朱和艳的姐姐和妈妈，找
到医院的主管医生吴胜东主任医师。

吴胜东如实相告：捐献角膜很
好，此外，现在捐献遗体的人不多，像
朱和艳这样患者的遗体，更有研究价
值。

听完之后，70多岁的妈妈做出
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动容的决定：那就
把遗体也捐了吧。妈妈说，她觉得这
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女儿是宁波
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现在捐给宁波
大学医学院，也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回馈母校。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陈怡

“徐医生，我已经能握拳
了。”近日，新疆和田的小姑娘
苏比给徐吉海发来了一张照
片，照片上的她和同学一起展
示握拳动作，笑盈盈的脸上仿
佛布满了阳光。看到苏比术后
恢复顺利，徐吉海由衷为她感
到高兴，再三叮嘱她要继续做
好康复训练。

苏比是一名高三学生，因为
双手手指先天性屈曲畸形、肌腱
挛缩，从小就不能像其他女孩一
样跳舞，每次写作业也写不了太
久，生活和学习都受到了很大影
响。不仅如此，手指畸形带来的
外观异样，让她的自信心深受打
击。今年8月，她和其他4名畸
形严重的孩子被“牵手工程”团
队接到了宁波，在宁波市第六医
院顺利完成了手术矫正。至此，
困扰这些孩子多年的肢体疾病

终于解除。
苏比等5名孩子的幸运，源

于今年7月徐吉海等人的南疆之
行。彼时，徐吉海经过前期的多
方沟通和充分准备，组织了“牵
手工程”专家团队奔赴新疆库
车、沙雅、英吉沙、喀什、和田、墨
玉六个县市，为当地肢体疾病患
者送去诊治服务。这次南疆之
行历时8天，近500名当地患者
受益，其中30多名患者接受了
肢体畸形矫正手术，而苏比等因
为病情较重、当地条件不足，最
终被接到宁波治疗。

早在2019年，徐吉海就曾
组织“牵手工程”专家跨越4000
公里来到新疆，为当地7名先天
肢体畸形患儿免费实施了手
术。“那一次行程很赶，我们头一
天到当地，第二天做手术，第三
天就飞回宁波了。”徐吉海说，今

年这次南疆之行虽然前后有8天
时间，但行程比上一次还要赶，
因为在这8天时间内他们需要赶
赴6个县市，而且各个县市彼此
之间相距甚远，常常需要驱车七
八个小时。

“这次坐车坐得都有点怕
了。更吓人的是，在从和田赶往
喀什的高速公路上，我们不巧遇
上了沙尘暴，当时天一下子就黑
了，前面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
有闪电在闪，还好司机技术好，
稳稳开了几公里后终于穿过了
沙尘暴，没有发生意外。”徐吉海
表示，虽然这次南疆之行路途漫
漫，总计行程近11000公里，而
且途中一波三折，但最终圆满完
成任务，整个团队都非常高兴。

“只要能帮助新疆的患者解除疾
病，我们遇到的这些挫折都算不
上什么。”

■“75年甬医情·宁波山海情”系列报道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不管多远都一样！”
他7年走了大半个中国，只为“手”护患者的希望

历经 20 余 万公里行
程，踏足20多个省区市，服
务患者超 5000 人，为 350
余名先天肢体畸形儿童完
成手术……这是宁波市第
六医院手外科徐吉海主任
医师与其负责的“牵手工
程”团队7年来走过的援医
路。自2017年“牵手工程”
公益项目成立以来，徐吉海
便不曾放缓过东奔西跑的
脚步，每年至少带队奔赴
4-5个地方开展帮扶活动，
今年更是计划前往 7-8 个
地方，用爱心和技术为当地
患者带去最好的“手”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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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牵手工程”的开展，徐
吉海感触很多，这个公益助残项
目承载了他多年的默默付出，就
如同他的孩子一样。而追溯起
项目的起源，也与他个人的经历
尤其是2016年的两件事密切相
关——2016年6月，他远赴湖南
对当地一个延续百年、六代人都
有先天手指畸形家族进行了“探
因”之旅；8月，他参与了一名同
样来自湖南的有15根手指、16
根脚趾的男婴的手术治疗。在
这些经历中，先天肢体畸形患者
所受的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也让他逐渐萌生了通过公益
项目帮助这类患者的想法。

2017年，在宁波市第六医院
和相关公益组织的大力支持下，
徐吉海负责的“牵手工程”项目

正式成立。成立至今，“牵手工
程”团队的足迹已覆盖了大半个
中国，行程达20余万公里，服务
人群超5000人，完成了新疆、陕
西等20多个省区市的350余名
先天畸形儿童的手术矫正，资助
金额共计350余万元。“我们是
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不管多
远都一样！”徐吉海说。

不过，徐吉海带领的“牵手
工程”团队始终心怀一个理念，
那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所以，除了“空降”各地开展
义诊和手术，他们还通过建立服
务分站的形式，帮助当地培养医
疗人才、提升医疗水平，并为当
地患者提供长期的慈善公益服
务，涵盖优生优育、心理辅导、手
术矫形、术后康复指导、基因分

析等。截至目前，“牵手工程”已
建立广西、吉林、新疆、黑龙江、
陕西、贵州、海南7处省外服务分
站以及舟山、宁海、余姚、慈溪4
处省内服务分站。

“近年来，我们不仅派人前
往当地的服务分站开展帮扶，也
接收当地的医生前来我们医院
进修学习，最近就有2名新疆来
的医生在我们这里进修。我作
为医院科教科负责人，也经常会
向这些进修医生分享先进的技
术经验，帮助他们提升诊疗水
平。我觉得这种形式的帮扶，同
样是山海协作中不可或缺的。”
徐吉海说，未来他将带领“牵手
工程”团队奔赴更多地方，为更
多肢体疾病患者带去治疗的希
望。 记者 吴正彬

今年7月，徐吉海（左）在新疆义诊。受访者供图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高速公路上遇上了沙尘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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