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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之旅 再次续航

1991年微笑行动第一站在杭州整形医院启动，树立

了中国微笑行动的里程碑。

1998年杭州整形医院成立杭州市唇腭裂治疗中心。

1999年该中心被列为杭州市医学重点专科治疗中心。

2015 年杭州整形医院联合中国微笑行动，以救治

贫困家庭唇腭裂患儿为对象，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免费救助了 27 位唇腭裂患者，包括两例藏族唇

腭裂儿童。

今年杭州整形医院继多年公益援助活动之后再次

续航，免费救助唇腭裂患者，让微笑重返他们脸上。

昨天，杭州整形医院“第七届唇腭裂大型公益救助活

动”正式启动。来自河南、湖南、江西、西藏、浙江等地的

10位贫困唇腭裂患者，将获得免费医疗救助。

藏族唇腭裂患者圆了“微笑梦”

嘎宗和嘎措，是此次唇腭裂免费救助活动中的两

名患者，他们都来自西藏。昨天，在杭州整形医院见到

他们时，嘎宗的脸上充满了对术后的期待。

“嘎宗是这次救助活动中年龄最大的唇裂患者，

已经 43 岁了，是一位单亲妈妈，有一个 19 岁女儿在家

靠放牧为生。多年来因为家境贫穷并且不知道如何

治疗，嘎宗出门都习惯带上口罩来掩盖唇部的不完

整。”嘎宗的主刀医生、杭州整形医院整形科主任孙豪

介绍说。

而嘎措是一名先天性唇裂的患者，只有一岁多，因

为患的是单纯的唇裂，在生活方面基本没有影响，但是

外观上看起来不完整。“嘎”在藏语里是开心的意思，她

的母亲希望嘎措可以开心快乐的长大，此次来到杭州整

形医院也是希望嘎措的唇腭裂可以得到改善。

孙主任说：“严重的腭裂患者会影响语言功能，所

以他们找工作、与人交流都存在障碍，久而久之会形成

心理障碍，羞于见人。先天缺陷加上家庭贫困，对他们

来说是双重打击。杭州整形医院希望通过这样的公益

救助，帮助患者重建自信心、融入社会，早日过上正常

人的生活。”

杭州整形医院31年品牌积淀

杭州整形医院成立至今已有 31 个年头。31 年来，

杭州整形医院临床、教学、科研齐头并进，近年来已有18

项课题通过省级鉴定，14 项分获卫生部、省、市科技进

步 1-3 等奖，发表 SCI 文章 5 篇，核心期刊、省级以上专

业杂志300余篇。

杭州整形医院在公益的道路上始终在用优质的服

务、精湛的技术，回馈广大市民30多年来的信任，为需要

的患者提供爱心救助，给他们一份温暖的呵护。

经历 30 多年的长足发展，整形美容在中国已经进

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杭州整形医院将对更多患有唇

腭裂及其他手足畸形的患者提供相关治疗，传播公益

理念，促进志愿精神发展。
寿亦萍

杭州整形医院“第七届唇腭裂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启动

10位贫困唇腭裂患者获免费治疗
生活中，很多孩子从一出生就伴有唇腭裂，或是

因为意外造成面部烧伤、烫伤，留下难看的疤痕，但由

于家庭的贫困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本该幸福的

童年中伴随着难看的疤痕和挥之不去的噩梦。同时，

唇腭裂患者在吃饭、说话、听力和正常呼吸方面都会有

一定的障碍。为了帮助唇腭裂患者减少疾病带来的

痛苦，杭州整形医院“第七届唇腭裂大型公益救助活

动”专门针对贫困家庭的唇腭裂患者及先天性手足畸

形患者，为他们提供免费医疗救助。

“杭州整形医院成立三十余年来，一直致力于各

种公益活动从未停止脚步。”杭州整形医院院长谭晓

燕说，“救助工作给患者们带来的是一生的改变，很

感恩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帮助他们。”

昨天，第七届唇腭裂患者救助活动正式在杭州整形医院启动

本报讯 11 月 16 日，第三届“兰亭书法

社双年展”在浙江美术馆开幕那天，王冬龄刚

刚结束他在北京太庙的现场心经书写。当所

有人都以为72岁的他，总要回杭州歇一歇的

时候，他却落地在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

扎比，出席一年一度的阿布扎比艺术博览会。

但在昨天，双年展闭幕的前一天，他又出

现在了美术馆，还俏皮地在许多作品前一一

合影。于是，朋友圈里就一下子流行起了晒

王冬龄看兰亭书法展的照片。这是一些年轻

的书法家，感恩这样一次展览的表达。

作为兰亭书法社首任社长，王冬龄不仅在

兰社极力实施这种理念，更重要的是，作为当下

最受关注的书法家之一，他一直在身体力行。

双年展开幕时，王冬龄虽然身在阿布扎

比，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总是既掌握大

局，又在意细节，兰社这一头的种种，他早早

安排好了。

谈起今年兰社双年展的规则，他说和许

多展览不同，“这个展览是公益性质的，我们的

作者，包括特邀的全国优秀的名家，都拿出了

力作，作品尺幅也很大。”

兰亭书法社是全国第一家由媒体集团组

建的书法社团，王冬龄受邀出任社长。对他

这样的书法家而言，这是在这个时代里的一

种亲身实践——今天，“书法”这两个字，能不

能扎扎实实地落脚在每一个普通人心里，又

能不能在飞速的时代节奏中，拓展出它更为

自如与舒展的生命空间？

兰社究竟能在社会中发挥什么作用？这

是王冬龄始终所关切的。“我觉得作为报业集

团做的兰亭书法社，既要对传统的中国书法

进行高层次的提升研究，同时也要为社会起

到普及的作用。因此，你可以关注到，兰亭书

法社的社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我们提倡书

法，实际上是提倡个人修养的提升，这为社会

提倡精神文明很有好处。”

接受完采访的翌日，在阿布扎比艺术博

览会上，王冬龄以毛笔、丙烯和油画布，现场

书写。他希望兰社致力于中国书法的普及，

而中国书法也正随着一次次的文化交流，四

处生根开花。 本报记者 林梢青

兰亭书法社的作用是什么？社长王冬龄妙答——

提倡书法，是提倡个人修养的提升
本报讯 今天，在浙江美术馆，由浙江

日报报业集团和中国美术学院主办的“融合

——2016 兰亭书法社双年展”将落下帷幕。

这是一场书法盛宴，展出了 112 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书法家的 112 件书法作品，王冬

龄、鲍贤伦等一众书法名家均为这个两年一

度的大型书法盛会献上墨宝。

10 天展览期间，这些作品悄然绽放，源

源不断地吸引来参观者，有花甲之年的老人，

也有青春时尚的在校学生。

2011 年，兰亭书法社在西子湖畔成立。

兰亭书法社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创办

兰亭书法社是该集团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的

重要体现。

自创办以来，兰亭书法社一直坚持“立社

为公、学术为宗、服务大众、中西交融”的办社

宗旨，始终把弘扬书法艺术、传播优秀文化放

在首要位置，以多媒体整合传播为手段，以新

的学术机制为保障，全力打造书法艺术的新

品牌、新高地，成为高品位的书法艺术传承、

研究、创作、宣传基地。

作为书法创作的高地，兰亭书法社还将

大力推进浙江书法艺术的全国化、全球化传

播，引导书法欣赏与创作，创建出浙江书法艺

术的新品牌，让兰亭走向世界。

同时将搭建一个书法交流的平台，大力

推动书法艺术的社会化、大众化，传承与弘扬

中华书法文化，促进书法艺术交流与传播，让

书法滋润生活。

2016兰亭书法社双年展今天闭幕，今年的流行是——

和书法合个影，晒个朋友圈
本报记者 郑琳 实习生 王磊俐

书法展吸引了

不少市民和书

法爱好者前来

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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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志阳

钱璐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