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152023.5.8 星期一 责任编辑：何黎/版式设计：王少锋/责任检校：姚清

医棱镜医棱镜
她说，这些小故事可以是一点温暖，

也可以给充满艰辛的医学之路加点油、助点力。

时间长河里，总有一些难忘瞬间，光影流转中，也总有一些

美好画面。

每一帧每一刻都值得被记录。

所以，照片常常能够传递力量，或是幸福，或是疗愈。

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里，我们需要大量的片刻记录，来

串联成整个生活乃至生命。

医院，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这里孕育着生命，也是人生旅途

的最终归宿，更多的还是人生“缝缝补补”的维修站。

在这里，伤痛与坚毅并存，开心与泪水齐飞，有搞笑，更有温

暖。这个看尽人生百态的宝藏地方，值得被更多人看见和分享。

因此，潮新闻推出一个特别栏目——医刻 Moment，截取发

生在医院里的每个瞬间，成为时光的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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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方式二：扫一扫左侧二维码，添加“钱报浙江大健康”为

好友，随手拍，即拍即发。

医刻Moment
一起来分享你眼中
最真实动人的人间世

从业几十年，徐雯帮助了很多患者重见光明，她也

收获了来自患者给予的温暖。“这些都是支撑我们继续

这项事业的动力。”

来送贵重物品的人很多，徐雯都谢绝了。但是对

于那些充满心意的小礼物，她拒绝不了。

曾经有患者在视力康复之后，重新拾起毛笔，将自

己的字画作品送给徐雯；也有孩子做了可爱的卡片送

给她，徐雯也都收下了，“推拒不掉的是患者真心的感

激，这比什么都珍贵。”

她的朋友圈，曾经晒过一罐红糖。这是一个 70 多

岁的阿姨送来的，“送礼”的过程有些“曲折”。

从“闯进诊室”到被误以为企图“蹭号”，再到“给你

带了点我们义乌的特产”，“以前都是我自己做的。

现在年纪大了做不动，这是我媳妇做的，冬天对女

孩子的身体好。”徐雯记录了整个心理过程，最后

“怔怔地捧着个罐子，像捧着颗滚烫的心”。

还有一个家住农村失明多年的患者，家里贫困

到需要村里救济。是徐雯让他唯一的一只眼睛看到

了光亮。来复查的时候，他带了一瓶麻油送给徐雯。

他说,这是他来复诊的当天凌晨三点起床，“用自家

的石磨亲手现磨的麻油，徐医生你一定要尝一尝。”

“现在回头看看这些，依然很暖，依然很有力量。”她的朋友

圈里有很多同行，不少是年轻医生，她说，这些小故事可以是一

点温暖，也可以是一种激励，“给充满艰辛的医学之路加点油、助

点力。”

亲手创作的字画、亲手磨的麻油⋯⋯
患者的心意她抗拒不了

让瞬间停留，让时光成为标本。

潮新闻推出的全新栏目“医刻 Moment”上线后，收到了很多来自

浙江各大医院医务人员的投稿，其中有美丽的风景定格，也有走心的人

文情怀，很多感动，在其间蔓延。

第一期的主角，我们首先聚焦于浙江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浙大二

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徐雯的朋友圈。

这位眼科女专家几乎日更的节奏，和她平常忙碌的工作形成反差：

有专业，有治愈，更有生活。

她说，分享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是经历，是美好。

经历坎坷经历坎坷、、经济困难经济困难、、几乎全盲⋯⋯几乎全盲⋯⋯

云南小伙千里迢迢来杭寻找复明希望云南小伙千里迢迢来杭寻找复明希望

为他手术的女医生分享了这样一张照片为他手术的女医生分享了这样一张照片————

第一次给患者送红包第一次给患者送红包
本报记者 杨茜

春天的杭州，很美。有人来看景，有人来看病。

在浙大眼科医院门诊，有着很多很多跨越千里、慕名而来的患者。

这个28岁的小伙儿也是一样。个儿不高，却因一身旧旧的红棕色

西装在人群里很显眼。小伙子挂了徐雯 150 元的专家号，平静地等候

着。

做完检查，小伙子的双眼情况并不乐观。左眼几乎失明，小时候在

当地做过免费的白内障复明手术，效果不理想；右眼视力只有 0.08，已

经是全白的白内障。“他就是依靠着这双眼睛，从云南独自坐着火车来

到杭州，来找一个重见光明的希望。”徐雯平时就热心公益，去过青藏高

原，去过云贵川，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一次他自己都跑过来找

我了，我怎么能够拒绝他呢？”

因为从小缺乏光线刺激眼球发育，导致小伙子双眼视功能发育低下，

即使现在花昂贵的费用做手术，摘除白内障，重新安装人工晶体，严重的弱

视仍然有可能使得术后视力恢复不理想。摆在面前的现实很残酷。

小伙子全身上下只有4000元，这是远远不够的。“他治疗的意愿非

常强烈，可是经济上确实比较困难。”那段时间，志愿者总是能看到小伙

子在医院附近徘徊。

事实上，徐雯也满脑子惦记着这位患者。一次聚会闲聊中徐雯讲

述了这个故事，有好心的朋友愿意伸出援手。

当时，徐雯还是犹豫的，她对这个陌生的年轻人不了解，手术效果

又不确定，她不想好心办成一件坏事。真正

让她下决心帮助小伙子的，是在知道他的身

世之后。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他是被养父

母收养长大的。这次出门看病，养父母也是

倾其所有，小伙子对养父母满怀感激。

徐雯将好心人捐赠的4000元转账，换成

现金，装进一个红包里，一边递给小伙子，一

边小心地斟酌措辞。“平时是患者家属来塞红

包，我们都谢绝了。第一次给患者送红包，可

不能被人家拒绝了。”

经过手术，小伙子的两只眼睛视力分别

能到 0.1 和 0.4。尽管跟正常人不能相比，但

可以大胆地走路上下台阶看路牌，还能看手机，算是不错了。他出院的

那天，徐雯出差了。

“他坐着火车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在车上尽情地玩着手机，也能欣

赏沿途的风景，他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希望他开家小店的愿望能够

早日实现吧。”

徐雯将云南小伙子的故事分享在了朋友圈，分了四条。她是一个

讲故事的高手，“每天就像故事会连载一样。”

一位特殊小伙子的故事
值得眼科专家写“小作文”连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