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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雨生百谷，草木葳蕤。回到农村老家的老李（化

名），坐在自家的小院里，惬意地远眺云雾缭绕的青山。对他

而言，如今的每一天都是新生。

老李会时不时翻出自己的病历本，不断回想他得以新生

的全过程。

肝昏迷踏入鬼门关，肝移植重获新生
浙大邵逸夫医院获肝、肾、心、肺四项脏器移植资质

面对各种推销产品的健康讲座，真正的

医生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人将普及科学知识

视为“小儿科”而不太愿意做，但这样的‘阵

地’我们不去占领和主导，那就会给所谓的

‘养生大师’们可乘之机。”浙江省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黄东胜教授说。

2014年5月，我省首家以培养社会医学科

普宣传员为主的学院——省人民医院健康教

育学院开课，该院100多名医务人员加入科普

讲师团，5年来使20万人次市民学到健康知识。

科普“武装”大妈
怒怼伪健康专家

“现在，一有号称能根治高血压、糖尿病

的讲座，我就抵制并会劝周围的人别信，去了

也别带钱。”今年60多岁的孟培玲，家住杭州

市朝晖街道玉公桥社区。她曾是一位红斑狼

疮病人，在多年就医过程中遇到过不顺，深知

科学就医十分重要，因此浙江省人民医院健

康学院成立后，她很快报了名，并动员老姐妹

也参加。

不仅自己学习健康知识，孟培玲还想有

一个固定的科普阵地，最终在玉公桥社区支

持下，她建立了健康快乐聊天室（健康学院分

校），1个月开展2次活动。活动中，孟培玲将

在健康学院学到的知识转授给老姐妹们，自

己不参加推销产品的“健康讲座”，并提醒周

围的老年人也别参加。

“前几天，一位患糖尿病的邻居接到电

话说有一个糖尿病讲座，会有免费药品送。

我对他说，有病还是到医院，实在想去的

话，别带钱买药。结果，邻居中途就想方设

法溜回来（讲座举办者一般不允许中途离

开），说开始是免费送，到后来就要钱，好几

千哪！”孟培玲开心地说，这样的劝阻和抵

制成功好多次，蛮有成就感。

浙江省人民医院健康教育学院“健康大

讲堂”，在院部共授课80场，听课者12000人

次。在社区支持下，还建立了多个分校。在

分校，经过培训的学员又成为老师，将科学健

康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累计超12万人次。

科普讲座
搬到居民家门口

“‘健康大讲堂’开设以后很受欢迎，几乎

场场爆满。我们认为，普及医学知识，提高大

众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保健意识，是医疗

服务延伸，也是公立医院应承担的社会责

任。”健康学院院长黄东胜教授说。

专家们很忙，甚至超负荷工作，还能否把

“健康大讲堂”搬到居民家门口？没想到的

是，这个建议一提出就得到了专家们的热烈

响应。在社区的配合下，2015年四季度试了

几场，反应很好。于是，从 2016 年开始，“健

康大讲堂”九成放在社区，几年共在社区开健

康讲座250场，受益市民超7万人次。

该院教学部主任、健康教育学院副院长

应振华介绍，几年来，健康讲堂进社区内容设

置在实用、适用、管用上下功夫，根据不同社

区居民的文化需求，讲授群众关心的健康知

识。比如在授课内容上采用“点菜制”，即先

由专家们根据各个专业报出选题内容，然后

交给各社区负责人征求本区居民意见，最后

确定讲课内容。像 2017 年科普讲师团共提

供健康讲座选题 50 项，各社区最终选中 42

项；同时，课后由居民填写《教学评价表》，及

时反馈教学质量，建议和意见，不足的加以改

进，真正让百姓听有兴趣，学有所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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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

医院手术室，20 点 26 分到次日凌晨 1 点 45

分，肝移植手术顺利完成。术后 4 小时清

醒 ，6 小 时 拔 除 气 管 插 管 ，术 后 5 天 转 出

ICU，术后 10 天肝功能基本正常，无腹腔感

染，排斥反应等并发症发生，术后恢复也非

常的顺利。

从春节肝昏迷，半只脚踏入鬼门关，再到

获得生命的礼物，实现新生，这一个半月来，

他想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了。

51 岁的老李是一位村支书，皮肤黝黑，

但在黝黑中又带着灰暗的色泽，这是典型的

肝病面容。原来，他患肝硬化 15 年了，最近

两年病情加重，反复呕血黑便，胃食道静脉严

重曲张，随时可能消化道大出血。

因为身体藏着一座可能喷发的“火山”，

老李终日活在惶惶然中，吃点东西就害怕。

今年春节，亲戚朋友约好初四聚会，当天大伙

都到齐了，唯独少了老李。

朋友打电话给家人，才得知老李初四一

早起来，突发消化道大出血送去急诊抢救。

当地医院为老李行内镜下止血，老李的

命暂时保住了，但随时可能再次大出血。老

李清醒后异常害怕，得知像他这样的晚期肝

硬化病人，唯一的治疗手段是肝移植之后，

经过反复咨询与考虑，决定在邵逸夫医院手

术。

幸运的是，经过邵逸夫医院移植团队的

术前评估和准备，等了 12 天，老李就等到了

合适的肝源。4 月 25 日，在武义第一人民医

院暨邵逸夫医院武义分院，一位中年父亲因

颅内动脉瘤破裂出血，积极抢救无效宣布脑

死亡。家属在即将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

做出了无偿捐献器官的决定，捐赠的肝肾被

送往邵逸夫医院，移植团队为老李和一位患

尿毒症的父亲进行了移植手术，两个濒危的

生命迎来了重生。

邵逸夫医院
获得四项脏器移植资质

今年1月，邵逸夫医院建院25周年之际，

医院顺利通过移植资质评审，一举获得肝、

肾、心、肺四大器官移植执业资格。截至目

前，医院已成功开展 3 例移植手术，有四五十

位肾移植、十余位肝移植和若干位需心肺移

植的患者在等待供体。

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表示，邵逸夫医

院一直有开展器官移植的雄厚基础，移植资

质的获得，标志着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迈入

了尖端发展的崭新时代。同时，作为一家大

型综合性公立医院，邵逸夫医院始终秉承公

立医院的社会责任感，致力于推进中国器官

捐献和移植事业发展。

2018年10月，邵逸夫医院率先对接中国

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

者登记平台，成为国内第一家在医院平台上推

动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工作的医院，目前医院

平台已有6000多位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

为了给移植患者提供最优质的医疗服

务，医院一方面高效整合院内器官捐献小组、

移植外科、麻醉、重症监护、检验科、超声、放

射、康复、护理、院感等相关资源，打造一体化

管理最安全、最优质、最高效的移植病区；另

一方面，邵逸夫医院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及省内兄弟

医院等建立了紧密协作关系。

此外，针对器官移植工作，医院在医联体

建设方面也进行了颇为有益的探索实践。

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副院长、器官捐献

移植工作负责人虞洪介绍，邵逸夫医院与对

口帮扶医院之间建立了畅通的移植绿色通

道，例如邵逸夫医院武义、江山、龙游分院的

捐赠者，可以直接通过绿色通道申请捐赠；而

器官移植受体在当地医院就可以获得邵逸夫

医院移植团队的评估、检查、转诊进行移植手

术等全流程诊疗服务。

杭 州 市 朝 晖

街 道 玉 公 桥

社 区 的 孟 培

玲 建 立 了 健

康 快 乐 聊 天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