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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老百姓满意的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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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看东西总算清楚了，眼睛
也不累了，出院后我想去我的小菜园
转转。”7月18日，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附属医院(六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眼科
病房里，刚接受了白内障复明手术
的罗奶奶笑得合不拢嘴。在该院眼
科病房，经常能听见古稀或耄耋之
年的老年朋友发自肺腑的夸赞和感
叹，传递出一种久违的幸福感。

白内障让老年生活蒙阴影

眼科中心是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附属医院特色专科之一，其中白内
障复明手术和儿童屈光问题的诊断
与治疗是该科的两大优势。 2 0 0 7年
裕安区“百万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
工程”启动以来，该院作为定点医
疗机构，定期开展下乡扶贫筛查工
作，为边远、贫困地区白内障人群
送医送药上门，并对基层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进行眼科治疗技术方
面的帮扶和培训，提升基层医务工
作者对白内障的诊断水平。通过常
年开展白内障贫困患者免费复明工
作，为该区万余名患者带来光明。
裕安区也被评为“全国白内障无障
碍示范区”。

白内障有很高的致盲性，在送
医下乡过程中，杨怡田发现有的农民
4 0多岁就患有白内障，因为忽略或
没有找到病因，给生活带来很多不
便。为此，她和所在科室的医务人员
经常走进偏远地区，特别是贫困家
庭，向老年朋友科普眼科相关知识。

“有位老年患者进科室的时候
推着轮椅来的，我们起先还以为是
腿部有问题。”杨怡田和记者说起
一次治疗经历。该患者因患白内障
眼睛看不见，长期不敢下地行走，
出门全靠家人推着轮椅，经手术治
疗后，视力恢复，老人家开始尝试
自己下地行走。“每当看到患者术
后恢复光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心里就特别欣慰。”杨怡
田在眼科已经工作 1 6年，先后在安
徽省立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安徽
医科大学进修学习，擅长白内障、
青 光 眼 、 眼 外 伤 等 临 床 常 见 病 诊
疗 ， 有 着 十 分 丰 富 的 显 微 手 术 经
验，是眼科主要技术骨干。为了传
承医技，杨怡田近年来还参与皖西
卫生职业学院眼科教学，通过理论
指导和实际操作相结合，让学员们
体验到生动的现场教学。

儿童也会得白内障

治疗先天性白内障是该院眼科中
心正在开展的业务。先天性白内障是
指出生前即存在或出生后逐渐形成的
先天遗传或发育障碍的白内障，是儿
童致盲的主要因素之一，占盲童的10%
-30%。早期幼儿筛查极为重要。对于
伴有斜视的低视力患儿更应尽早仔细
检查，粗心家长可能不容易发现。

去年，裕安区韩摆渡镇八角塘村
村民彭先生无意中发现自己7岁的女儿
双眼视力异常，听人介绍皖西卫生职
业学院附属医院 (六安市第二人民医
院)眼科技术很好，便带着女儿前来就
诊。当天坐诊的正好是杨怡田医生，
经过一套完整的检查，最后确诊为先
天性白内障。

杨怡田发现白内障不仅挡住了小
女孩的视线，还严重阻碍其视觉发
育，需要尽快手术。她对照孩子的身
体情况，仔细斟酌，制订出一套详细
全面的治疗方案，很快为患儿成功实
施白内障手术。植入人工晶体后，患
儿的瞳孔区立马变得清亮透明。如今
小女孩右眼视力0 . 8，左眼1 . 0，视力
恢复很好。

杨怡田告诉记者，由于人的视觉
是在出生后才迅速发育的，如果在这

个期间存在白内障，则可能导致视功
能发育障碍，形成弱视。儿童白内障
需要早发现，早治疗，术后积极配合
视功能训练才有可能最大化减小患儿
视功能对未来生活的影响。先天性白
内障是否手术要看白内障类型和浑浊
部位程度，影响视觉发育的白内障需
早期手术治疗才能恢复较好的双眼视
功能。术后需要根据不同时期配镜矫
正、长期坚持弱视治疗和双眼视功能
训练。

爱护好我们的眼睛

专注于眼睛这一人类视觉认知器
官，眼科医学对精确度有着极为严苛
的要求。眼科医生，可以说是当之无
愧的“光明守护者”。

该院眼科中心现有高级职称医生3

名、中级职称医生2名、初级职称医生
2名。科室配备德国产手术显微镜、白
内障超声乳化仪、全自动视野仪、眼
底荧光造影、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眼底照相机、眼前后激光治疗仪等先
进设备，拥有现代化眼科专用手术
室。

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多年来，眼
科中心注重学术交流和合作，先后派
出4名骨干医生前往北京、合肥、温州
等地学习和深造，并邀请省内外知名

专家来院讲学和指导。近年来，科室
积极完善儿童眼科体检，建立屈光档
案，除了致力于老年白内障、儿童白
内障患者的诊疗，还通过长效性开展
进校园、进社区科普宣传，在青少年
近视防治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杨怡田在采访时表示，现如今，
眼 睛 老 化 已 不 再 是 老 年 人 的 “ 专
利”，白内障年轻化的趋势愈发明
显。在当今用眼过度的时代，长时间
看电视、打电子游戏，夜里躺在床上
看手机等，都会导致青少年视力急剧
下降。她建议，不论是大人还是孩
子，都要避免长时间看电视、用电脑
或打电子游戏，也不可以在昏暗的环
境下玩手机，以防过度用眼导致视力
受损，还要控制糖分的摄入，健康生
活，减少因血糖升高等其他疾病导致
的白内障发生。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给我们带来
光明，带来感知世界的能力，可是，
对于白内障患者而言，就像是明澈的
窗户上蒙上一块布——— 从视物模糊到
失去光明……所以爱眼护眼、防盲治
盲并不是一句口号，作为普通大众，
我们能做的是生活中一旦发现视力异
常，就要充分引起重视，及早治疗，
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地感受世
界的美。

本报讯(王甜甜)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印发安徽省2021年基层卫生人才能
力提升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提升基层诊疗水平、管理水平及医
疗服务能力，7月26日，市二院举行裕安区乡村医生培训开班仪式，党委副书
记、院长金平，党委委员杨振时出席，40余名乡村医生参加。

仪式上，杨振时对各位医生的到来表示欢迎，简要介绍医院基本情况，并
详细解读乡村医生培训实施方案和培训大纲。

金平指出，乡村医生是广大农民群众生命与健康的“保护神”，乡村医生
培训是提升乡村医生能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帮助和扶持农村医疗工作是医院
义不容辞的责任。他要求，要提高认识，乡村医生要利用此次培训机会，努
力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不断满足广大基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
康需求；要科学组织，在广泛征求在岗乡村医生意见的基础上，适时调整培
训计划，做好培训考核工作，确保培训工作取得实效；要相互学习，建立长
期的合作关系，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并在学习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增进友
谊，在合作中增加互信，在发展中实现共赢。

据悉，本次乡村医生培训将持续一个月，分为临床、理论、技能三项培训
内容，以培训全科医学理念、实践操作技能、基层适宜技术为主，结合村镇
属地化管理开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疫情防控相关知识培训，提升乡村
医生对传染病筛查、早期识别、及时上报、应急处理、随访管理的综合管理
能力。

本报讯(余惠)为进一步提升市二院科研水平，拓宽科研思路，挖掘科研潜
能，营造良好科研氛围，培养科研人才，7月21日下午，市二院举办科研知识
专题讲座，200余名骨干医务人员参加学习。

党委副书记、院长金平致欢迎词，感谢专家百忙之中来院授课，希望与会
学员珍惜此次培训机会，认真学习，学有所获，不断增强科研意识，逐步提
高科研能力和诊疗水平，促进医院高质量人才队伍建设，助推医院科研事业
高质量发展。

此次讲座邀请了李兰娟院士团队人员——— 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
验室、感染性疾病诊治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研究中心微生态
PI,副研究员凌宗欣、吕龙贤、邵丽和刘丰萍4位博士作科研专题讲座，作“精
神益生菌与肠-脑疾病”“微生态失衡与肝病进展及诊断治疗”“生物信息辅
助临床研究案例分析”“肾盂结石患者尿液微生态的特征及其与临床指征的
相关性”报告。讲座内容丰富实用，视野开阔，论述精邃，参会人员认真听
讲、细心领会，启发了科研思路，拓展了创新思维。

学院副院长、附院党委书记姜风对
4位教授来院授课表示感谢，希望各位
教授今后在科研立项、基金申请、SCI

论文撰写等方面给予更加深入的指
导。他指出，科技创新是医院发展的
动力，科研水平标志着医院整体技术
水平，科研工作能促进医疗技术水平
和医疗质量的提升。他要求全院医务
人员要在科研的道路上不断思考、不
断实践、不断提高，将此次学习成果
运用到实际科研工作中去，使科研工
作更加规范、严谨、系统，共同营造
浓郁的学院型医院的学术氛围。

市二院

开展裕安区乡村医生培训

市二院

举办科研知识专题讲座

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王甜甜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文/图

夏天的城市，表情漠然，白花花的阳
光，不在乎你是带着不舍的离去，还是带着
希冀的归来。走在街上的人们，高的矮的、
胖的瘦的，都尽量躲着阳光，蹩进于阴凉划
定的黑线之内。

下午六点的公园，荷塘边人多了。乔木
的阴凉，塘边的景致与荷香，吸引着各种闲
人聚拢。

过一会，公园跑道里有了目光坚毅、满
身汗水的跑步者，还有悠闲的老者，玲珑的
孩童；树荫下，少不了那自拍的爱美之人。

夏季是令人烦躁的。假如是雨后，那倒
例外。润泽的绿树，清凉的川野，沁心的往
事，都会浸润心底的一角。

夏深叶成帷。雨后的美在树，在叶，在
深不见底的浓荫。

夏到深处，娇花已少，人们这才会认真
地看树。树是一种不管你看懂没看懂，都是
畏服膜拜的植物。树的独立很了不起，因为
独立世间是人类求之不得的大境界；此外
树木冬枯春生，在初花朗月中，在酷烈的冬
夏里循环成长，这也是羡煞人类的。树在不
同的历练中有着不同的美，称得上是大地
生命中的经典！

初夏，新叶挑在树枝，油亮地摇动，成
了大地的绿色主调。深深浅浅的绿让人看
得养眼，绿色如海，作为夏季色调的主宰，
树叶随风翻滚，秀出雨后的浩瀚与活力。它
和草的绿，果的绿，藤蔓的绿，小丘的绿，青
潭溪流的绿一起营造了饱满的一季清凉。

雨后的新果无论大小，各显蓬勃；即使

偶尔捡到零落的果实，也色
嫩弥香。石榴花尽，佳果初
成，隐隐的青红挂在叶子中
间。银杏布叶垂荫，浓绿庄
严，青果葱茏如粒粒佛珠。
法梧圆溜溜的悬铃并不受
欢迎，但它高大深厚的浓
阴，还是备受期许。墨绿的
青桐，那光洁的青肤，最显
贵族气质；它身躯挺拔，衣
履考究，果子不显眼，隐在
叶后，不染一尘。

灌木和无名的小草染
了地气，叶新色嫩。它们是
乔木的陪衬，给夏做了闲
笔。夏是一首好诗，虽少不
了乔木的“警策之句”，但也
不可缺少这若不经意的草
木做“散句”点缀；佳句迭
出，反而不成诗味。

夏的绿是铺张的，草木
枝叶的绿，园林田地的绿，不一而足；站在
高处坡地远望，山陵原野平铺千里，元气淋
漓，浩荡无涯的都是平静的绿。连阶砌的苔
藓，雨后也绿得沉静，在街衢熙攘的城市，
享受这纯深的墨绿，沉底的静谧，就像遇到
一个性格投缘的知己。

雨后宁静，隔绝了尘世的喧闹。熟透的
桑葚“啪嗒、啪嗒”掉落地上，晕开一片紫色
的渍痕。荷塘的游鱼一声摆尾，荡起涟漪，
是趣味，也是让你发呆遐想的引线。

“唧唧啾啾”的虫鸣，夹杂在碎花与蝴
蝶，茎草与细藤，风声与流水之间；水珠从
树杪落下，润泽清亮；雨后风入密林，鸟不
知藏在何处，它一叫，就使一切变得缓和悠
远，让人心里生出看不到底望不到边的空
旷。

夏虫是天生的歌者，不需要指挥也无
需歌谱，到时间就自觉地出来排练。歌声如
简约的童音，让人了却忧虑，在光线暗淡的
深处，一小段简单的残曲，就会触动你的喜

悦或感伤。虫声莫过于蝉，它是骇浪，穿云
裂石，掷地金声，有时又戛然而止，定会攫
走你心底的思绪。

下雨前，高楼的方窗视线极好，刚才压
在你眉梢的云，瞬间化为轻烟；雨来了，先
是黑云欲摧的可怖，再变成丝丝缕缕的情
柔。雨一停，新欢的灰雀，双双拜访你的窗
前，人与物竟有互通的情味，它们仿佛招呼
你无须囚在屋中。一晃身它俩又飞走了，在
风中扑动双翅，时高时低，若有欣喜。

傍晚放晴出门，看桃色的云静浮天边，
带着惺忪的睡眼；不像正午的积雨云搔首
弄姿，不肯安分。雨后的长河，清浊相间，飘
着轻俏的花瓣，像十七八岁的少年，头也不
回地奔向前方，打着清泠泠的漩，吟着苍绿
的歌。

走进公园，眼前一亮，几树女贞开得正
好。蓝天打底的背景下，女贞崭新高洁，如
绒绒白云簇拥在一起，半是蓝天远阔，半是
树丛清凉。女贞的安静与众不同：深夏基本
没有大片的花，它却在那里渲染华丽的白
色，树有多高多大，花就有多密多浓。夏是
狂躁的，但女贞会让你觉得静得出奇，洁白
得像一条无声的河流，有一种热闹中的孤
寂，让你感喟白色是色彩，更是一种宁静和
孤独。

宁静中，一阵旋风忽来，乔木方寸大
乱，灌木也受到惊吓。仰头天空，阴晴急转，
风云匆忽，这正是夏日的特色。少顷，风已
远去，仅洒下几滴夜雨；渐渐月出云间，静
坐园中，遥望深空无垠；近处树头的墨绿，
在微风中推着涌着。树叶的香气，随着“哗
哗”的梢头清音迢迢而来。月晕褪净，星星
一一就位，柔和地沉入青螺般的夜色之中。

小桥一角，那株白天快烤焦的紫薇，昂
首自放，花色饱满，缀着生意和笑容。它浅
紫的花色，在常人看来或是一丝哀婉凉薄；
在于它，却是自己的本色。既能沐浴于阳光
灼灼，又能陶然于风雨清凉，这种无声无
欲，何尝不是一种无上的佳境？

我最早的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家庭住址是“霍邱
县长集镇三墩村顺河小队”。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
我的出生地、我的故乡。这里给过我许多记忆，以致
成梦，梦里缱绻，不肯醒来。我知道，这是我的乡愁。

故乡于记忆中，不曾富裕，不曾丰饶。因此，早早
地，就有成群的青年，背上行囊，有心离开她，去到远
方，追寻心中的繁华。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无论行
至哪里，始终忘不了那片贫瘠的土地。那里的一草一
木，一花一果，都有记忆，都蕴含浓浓的情感，成为我
梦里时光的归宿。

梦里，多少次回到故乡，回到那座土坯垒砌的老
屋。老屋，芳草做顶，冬暖夏凉。一棵高大的老榆树伫
立东墙，开枝散叶，守护老屋，装饰着我的记忆。

幼时的我，喜欢在老榆树下带着妹妹等待赶集
来家的母亲。担心母亲走路累了，早已备好小木椅
给母亲歇息；同时，也期望母亲能夸奖我一下，说些
我懂事、能干之类的话语，然后，奖励我一颗自集上
买回来的糖果。而母亲总是吝啬她的赞语，认作这
是我应该做的。数年之后，我懂得了母亲这么教子
的道理：苦其心志。而我以为，女孩子嘛，还是多些宠溺的好。

老屋的庭堂间，燕子年年进进出出，给我的童年时光带来无穷的欢愉
和希望，因为，大人们说燕子到谁家做窝，就会给谁家带来好运。我希望燕
子来我家的那一年，我家的稻子不会遭虫害，我家的老水牛不会死，我家的
西瓜结得多又大。我们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故乡有老屋，还有大水塘。大水塘在村子的南面，距村半公里，人们叫
它南大塘。雨季，大塘水满盈盈，是我童年时眼里的海。风起浪涌，撞击塘
埂，溅起白色的浪花，也溅湿我顽皮的小脚丫。

大水塘是我们村生命的源泉，没有我的时候它已经存在。它在雨季里
蓄水，旱季里滋养下游数百亩庄稼。大塘水深，育有我认为捉不尽的鱼虾，
因为，记忆中，大塘每年的秋冬季节，都被沤上大量的黄麻。黄麻沤熟时，塘
水便变得臭气醺天，鱼儿虾儿也被醺得半死，将脑袋露出水面，嘴巴一张一
翕；或者，干脆死掉，浮在水面上，露着白肚子。我曾以为，大水塘从此不会再
有生灵，谁知，下一年的年末，村里人还能自大水塘里捕捞出大量的鱼虾，过
个肥年。

大塘的南头有一个村庄，叫黄大塘，我姥姥就住在这个村。顺着大塘埂到
姥姥家，是我满心渴望的事；顺着大塘埂目送姥姥回家，是我最恋恋不舍的
事。梦里再现此境，泪眼婆娑。

是的，真的如此这般。不知道，大塘埂上，留下过我和姥姥多少脚印，多
少眼泪。每一次，姥姥送我到塘的那头，我送姥姥到塘的这头，我都会哭闹
一会，哭闹不让姥姥回家，哭闹着想要姥姥和我一起到我家。我哭，姥姥也
拭泪，大塘里的水也跟着难过，安静得毫无波澜。

不过，大塘埂上也留下过我和姥姥难以抑制的欢喜。
二月早春，天寒依旧，三妹出生。报信的人怎么就给报错了性别，给姥姥

说她的丫头(我的母亲)这胎生的是个男孩。那天下午，我正好在姥姥家。尽管
寒凉仍在，我们却感觉很暖。姥姥得到这个喜讯，慌忙找出她的蓝花布包，装
上早已准备好的鸡蛋，牵上我的手，急忙忙地去向我家。路上，姥姥踮着她三
寸金莲的小脚，速度怎么是那么快，我被她牵着，一路小跑，累得气喘吁吁。

行到南大塘中间路段时，姥姥停下她踮得欢快的“小金莲”，双手一并，
举至胸前，面向大塘喃喃道一声:“感谢观音菩萨！”我眨眼，姥姥是不是把
南大塘当作海啦？我高兴我终于也有个弟弟了，姥姥高兴她的女儿——— 我
的母亲，终于可以不用受我奶的气了。大塘里的水也高兴，轻轻地漾起金色
的柔波。

“出门万里心，谁不伤别离？”怀着对瑰丽风景和繁华都市的向往，我拜
别父母、亲人，拜别故乡，踏上追寻的征程。将混有稻草香的炊烟暂时遗忘，
伤别离，也深深埋在心底最深处。匆匆跋涉，倾尽所有——— 珍贵的青春、纯
真的自我，本以为会事如所愿，岂不知岁月更迭，世事如云变换，我依然劳
顿漂泊。

回望所经来路，方知，清贫的故乡及远去的童年，弥足珍贵。而今，故乡
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
已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目标。诗
酒茶的安逸已步入家家户户。

秋水苍颜的我，多么盼望，
有朝一日抛掷当下，归去故乡，
重过简朴生活，做一名村妇野
老，含饴弄孙，平和安宁。可否？

乡

愁

惠

琼

久未联系的好友忽然在午后打来电
话，正准备戏谑她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却
发现她语气中的不对劲，不似平日的端庄
平稳。断断续续中，我听到她说她酒喝多
了，我竟是不太相信，好友平日温良贤惠
的一个小女人，哪里像是会喝醉酒的人。
听电话那头她喃喃说着，像梦呓一般，说
我这些年我一直都好辛苦，好累，又不能
讲，酒喝多了，我第一个就想着打电话给
你，因为我不知道还能打给谁。我忙问她
在哪，要去陪她，她说在家里，起不来开
门，让我不用去，只要听她说说话就好。听
她哽咽地哭诉着，在那一刻，我的心里只
有心疼。

好友是小学时的同学，相识相知了三
十多年，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虽然有着
自己的工作，但结婚后却一直将重心放在
家中，家中诸事，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小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不似我，总像北方的女
汉子，风风火火，凡事不讲究，生活也过得
粗粗糙糙。两个性格似乎并不相同的人却
成了好友，用现在的话说便是“闺蜜”了。
只是结婚后各自忙于自己的家庭，加之居
住得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少了许多，但哪

怕是偶尔的见面，却没有丝毫的疏离感。
总觉得她的生活算是比较美满的，老公事
业有成，儿子也上了大学，听话帅气，小暖
男一枚。中年女性，图的不就是这个嘛。可
是其实表面的风光又有谁知道背后的心
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说起来，最后压倒骆驼的不过是一根
小小的稻草，而摧垮中年人的则是一地的
鸡毛。这些鸡毛，有家庭的、工作的、生活
的，琐碎、繁杂，让人身陷其中，无法解
脱。在平日里，这些乱糟糟的鸡毛都被我
们小心翼翼地掖在拐角处，搁在心里面，
没人察觉。别人看到的，总会是我们脸上
灿烂的笑容和笃定的神情。或许也只有在
喝醉之后，才会酒后吐真言，将自己的无
奈、委屈与脆弱借着酒精的作用宣泄出

来，这才是中年人背后不为人知的真实一
面。

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
《人到中年》，潘红演的陆文婷，是一位大
夫，内容早就不太记清，留下印象的只有
中年人的无奈困惑与一地鸡毛。那时的
我，对中年的理解是又老又丑且烦事多
多，却没想到，也就是在一转眼间，自己也
已步入中年，在终将老去的岁月里，回首
过往，才体会到人生的酸甜苦辣。

成年人的世界里，本就没有容易二
字。中年人，其实并不想把自己伪装成钢
铁长城，也想无所顾忌地大哭一场，大醉
一回，也想不管不顾去自己的理想王国。
可是，看看日日长成的孩子，想想渐渐衰
老的父母，中间的我们，只能强撑着，做孩

子的天，做父母的山。
人到中年，老去是一道跨不过的坎。

感慨年华的飞逝，有太多的理想没有能够
实现，有太多的梦想还在脑海中盘旋，而
身体各方面的下降、体检报告上许多超标
的小箭头却无情地预示着你已走下巅峰，
逐渐走向老年。

人到中年，忽然觉得社交圈越来越
小，可以交往的人也越来越少。早已看透
世事无常、人间冷暖，经历过，心碎过，也
黯然过，知道我们每天都会对着许多戴了
面具的人，而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也以
面具示人。

好在，人到中年，生命依然有许多值
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如这年少时的伙
伴，尽管岁月荏苒，却依然能陪伴在身边、
不离不弃，让我可以感受亲情之外的可贵
友情。当千帆过尽，风华不再，让我仍然可
以保持那份最真的情怀，去相信这世间的
美好，依旧喜欢风花雪月，依旧欣赏浪漫
情怀，却更懂得柴米油盐的平凡，一日三
餐的可贵。

人到中年，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
秋。当年不懂辛弃疾，读懂已然不惑时。

赏赏 夏夏
彭彭荣荣能能

人人 到到 中中 年年
张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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