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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疆 千里接力获“心”生
本报讯 天津与青海，一个在渤海之滨、一

个在青藏高原，虽然远隔万水千山，但是经过
十一年的对口支援，两地又近在咫尺、紧紧相
依。今年7月，在黄南州医院工作的天津援青
医生和天津市滨海新区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
院的医生千里接力，联手掰开了扼紧周毛加心
脏的死神之手，让原本预期寿命不到三年的她
重获“心”生。

今年46岁的周毛加是同仁市曲库乎乡的
村民，她自幼体弱且经常出现心绞痛、呼吸急
促、心悸等症状，但因为经济条件所限，从来没
有接受过体检，直到37岁怀孕时突发严重心
绞痛紧急送医后才发现，原来她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由于从来没有得到过治疗以及海拔、气
候等因素的常年影响，再加上怀孕分娩的压
力，生下女儿后，周毛加就开始了长达9年卧
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的病榻生活，她的家人
也踏上了频繁奔波于黄南州和西宁市之间的
漫漫求医之路。

病魔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家的每一个人，周
毛加本人长期生病无劳动能力，丈夫原本在乡
上打工，每个月仅有微薄的收入来支撑家庭开
支，妻子生病后只能陪护照料，家里丧失了唯一
的经济来源。年幼的女儿更是无法承欢父母膝
下，独自上学放学、做饭洗衣、濒临辍学。

今年3月，来自天津市大港医院心脏内科
的副主任医师杨书凤通过个人报名和组织选
拔，作为第四批天津援青医生来到了黄南州医
院心内科，开始为期一年半的援派工作。在查
房时杨主任发现了正在住院的周毛加，当时，
周毛加已经患有房间隔缺损、继发性肺动脉高
压、心包积液、二尖瓣关闭不全等多种心脏疾
病，并且伴有瓣膜反流、心衰、贫血等严重并发
症，生活质量极差。“患者的心脏已经不堪重

负，其预期生存时间很短，并且随时可能发生
心脏骤停。”杨书凤主任表示，“做手术是救治
患者的唯一方法。”

但是，心脏手术是外科手术中难度最大的
手术之一，每一台心脏手术前后都需要数十位
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协力合作才能确保万无
一失。由于周毛加的病情非常复杂，需要在一
台手术中完成心脏瓣膜修补、三尖瓣环修复、
左心耳切除、心房解融、房间隔缺损心包补片
修补等数项心脏外科手术操作。目前，国内只
有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有能力完成这样的
手术，从未离开过黄南州的周毛加面临着没有
渠道和经济条件去外地手术的困境。

在替患者一筹莫展之际，杨主任想起，
2019年，在天津援青指挥部的大力协调下，由
天津市滨海新区医疗保障局、黄南州医疗保障
局协同推进，黄南州与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天津市泰达医院、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3家
医院签订了跨省医保定点服务协议，黄南州的
干部职工和群众可以在以上三家天津医院享
受就医和医疗保障服务。于是，杨主任马上联
系了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的先心病专家路
万里主任。

在了解了病人的情况之后，路主任和杨
主任共同制定了异地就医方案：患者先在黄
南州医院住院，由杨书凤主任负责帮助患者
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症状；待病情稳定
后，患者及家属赴天津泰心医院做术前检
查，并择机进行手术；经过术后恢复修整，
患者出院回青海，在黄南州医院进行后续康
复治疗和复查。

6月1日，一辆救护车从黄南州医院出
发，护送周毛加去曹家堡国际机场乘飞机飞
往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飞机一落地，等候在

机场的救护车马上把周毛加送往天津泰达心
血管病医院。针对周毛加和家属文化程度不
高，从未离开过青海，初次到天津面临语言
不通的情况，天津援青指挥部医疗小组的医
护人员提前协助周毛加及其家属预订机票、
解决家属在津住宿问题；天津泰心医院的医
护人员为他们开辟了“绿色通道”，预留挂号
名额，安排就诊时段，抽调工作人员从术前
检查到术后留观全程陪同。

6月9日，经过一周的术前住院准备，周毛
加被推进了泰心医院的心脏外科手术室，麻
醉、精修、阻断、切除、缝合……心脏瓣膜修补
术、三尖瓣环修复术、左心耳切除术、心房解融
术、房间隔缺损心包补片修补术，整台手术操
作沉稳笃定，配合默契流畅。周毛加虚弱沉重
的心脏历经三个多小时的手术后，第一次轻盈
有力地跳动起来。

6月25日，在医护人员精心监护和治疗
下，周毛加术后恢复良好，仅两周即可下床
活动。

7月4日，周毛加从泰心医院康复出院，出
院那天，他们不断挥着手表达着对泰心医护人
员的真诚谢意。此时此刻，语言的障碍都化成
了发自内心的微笑。

7月6日，周毛加和丈夫、孩子如约来到黄
南州医院，进行术后的复查和一系列康复治疗。

离开黄南州的时候，周毛加吸着氧气、面
色发黑、口唇发绀，一个多月之后回到黄南州
的周毛加面色红润、表情舒展。周毛加说，这
次赴津治疗的手术费用一共是94532元，经过
异地医保结算，他们自费部分只有8427元，不
到总费用的十分之一。加上来回机票费用和
在津期间的食宿费用，只花了一万多元就解决
了困扰他们家十几年的问题，也开启了她的

新生。
现在，卧床多年需要专人照顾的周毛加已

经可以下地为女儿梳头、做饭、洗衣服，前些年
长期在家照顾她的丈夫也可以放心地出门去
打工赚钱了，这个小家庭的日子正在变得越来
越好。饱经折磨的一家人，终于露出了发自内
心的笑容。

杨书凤说：“这次跨省就医不仅挽救了一
个患者，也拯救了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是，
让异地医保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让更多患
有疑难重症、无法及时手术的患者知道，他
们可以去天津看病、也可以负担得起去天津
治病的费用。”

多年来，天津援青指挥部围绕黄南州农
牧民群众的所需所盼，逐年加大医疗援青力
度，目前已经有4批、78人次在青海省黄南
州进行医疗帮扶工作，天津还将选派更多更
优秀的医学人才赶赴黄南，努力让当地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疗资源。同
时，通过两地医保服务协议的签订，更大程
度满足黄南州人民群众享受更好医疗资源和
医疗服务需求。

医者之道、仁者之心，尽在其行。十一
年来，黄南州的医疗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其中也凝聚着援青医务工作者的智慧和
担当，在一批批援青医生们的努力下，黄南
群众的就医条件正在日益改善。远离家乡的
天津援青医务工作者将继续在异乡土地上坚
守医者仁心，并联合家乡医院的同仁们以坚
定的使命担当和崇高的奉献精神，用高尚的
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在黄南大地上救死扶
伤，为受援地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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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说“天上阿里”，因为那里古朴宁
静，孤绝而美，却不曾想在青海高原，同样散
落着众多守望天空的 “原生”藏族村落，她
们安静又淳朴，似高原明珠般遗落在高山之巅
……黄乃亥乡，地处同仁市郊，驱车前往需要
顺着蜿蜒难行的山间土路翻上黄乃亥山山顶，
与“金色谷地”中的同仁市区遥遥相望，这里
离天空很近，满目苍翠，却又平凡如斯。

这是我第三次到访黄乃亥乡，群吾村村民
多德把我们领进他家，阳光穿过玻璃顶棚透洒
在宽敞整洁的藏式院落中，让典雅的藏家大院
顿时显得熠熠生辉。多德安静地坐在那里，讲
述着村里的变化，还不时地竖起大拇指，一遍
遍重复着“瓜正切”……

这是天津援派干部深入黄乃亥乡实地调研
督导援建项目时的一幕，也是在我采访过程中
印象颇深的一个场景。这次前来督导调研的是
黄乃亥乡的“村村通”工程，也是天津援建同
仁市的重点项目之一，旨在解决村民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问题。同时，该项目以“以工代
赈”的方式，吸引数十名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
业，帮助群众增收。

“村村通”项目开工之前，高山之上的黄
乃亥乡村与村之间道路崎岖难行，雨雪一至，
村民出行苦不堪言。村民才周卡说，以前去乡
上或者其他村子，路相当难走，下雨下雪的时
候道路泥泞不堪，全都是厚厚的泥浆。天津援
青前方指挥部针对黄乃亥乡实际情况，投入大
量援建资金准备为村民修缮道路。就在今年7
月1日喜迎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大喜日子
里，天津援青指挥部总指挥、黄南州委常委、
副州长宋建宣布“村村通”项目开工。那天是
我第一次翻山越岭来到这个“天空之乡”进行
采访报道，在那个碧空如洗的蓝天下，与乡间
油菜花一起竞相绽放的还有村民们单纯温暖的
笑容。

项目开工后，天津援青前方指挥部高度关
注，相关挂职干部多次深入黄乃亥乡督导项目
进度，并深入田间地头、藏乡民居问民所需，
当地村民说起这些援建项目时高高竖起的大拇
指已然说明了一切……

我第二次来到黄乃亥乡的时候，正值“村
村通”工程建设如火如荼之际，无人机俯瞰这
一条条“天上之路”，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在藏族村庄里，每当我起飞无人机拍摄的时
候，总会有一群孩子围拢过来。在这里，天蓝
水清，金黄的油菜花绽放在最美的季节里，孩

子们的纯真与花儿遥相呼应。
我第三次来到黄乃亥乡的时候，这里的很

多道路都已经完工了，笔直坚硬的水泥路已经
修到了村民的家门口，在村民才周卡家门前，
他的小羊正趴在修缮一新的路面上休憩。在才
周卡的采访中，我多次听到了他说“瓜真
切”……

对于黄乃亥乡来说，天津援建的“平凡之
路”已然坦途一片，值得欣喜。而在这之前，
一直困扰这个海拔接近三千米村落的另一大难
题——吃水，也被彻底解决了。群吾村村民多
德说，在引来活水之前，村民们每天都要花半
天的时间，翻山越岭将相距甚远的河水搬运到
家中饮用。

2019年，天津援青前方指挥部通过实施
黄乃亥乡重点贫困村人畜安全饮水工作，将清
活之水引入了每家每户，村民们不出家门便能
喝到清澈甘甜的水，彻底告别了翻山越岭背水
吃的日子。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水通路畅的

“天空之城”也必将迎来崭新的篇章。
天津援青指挥部项目组组长蒋宁说，为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
神，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天津援青指
挥部在制定“十四五”规划时，遵循巩固脱
贫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要求，在充
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选择实施黄乃亥乡

“路路通”项目，在“十三五”解决饮水问题
的基础上，再添一把柴，再升一次级，再加

一把力，集中优势资源助推重点村的建设，
路的建设既是巩固脱贫成果，提高老百姓生
活质量，又为后续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为黄
乃亥乡的振兴之路添砖加瓦，贡献天津力量。

如果说同仁藏语意为“梦想成真的金色
谷地”，那么这个高高在上的“天空之城”
也已经开始兑现了那些“最初的梦想”。每
个人都有一条属于自己的“平凡之路”，黄
乃亥人用勤劳铸就，天津援青人用初心坚
守，他们都是这条平凡之路上的不凡之人
……

手记：
回程的越野车沿着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下，

耳边回响着那首安静如此时的《天空之城》，脑
海中还是那幅蓝天、白云、笑脸构成的美好画
卷……

这是我来到青海黄南的第56天，三访“天上”
黄乃亥，航拍过同仁的每一处地标和众多藏族村
落，在安多牧区的天空俯视过那些“援青铸就”
的草原天路，在德吉码头感受到了黄河岸畔的稳
稳幸福，也在那达慕盛会的歌舞声中领略了草原
儿女的壮志豪情。这是一个真实的黄南，这里有
一个个团结奋进的民族，也同样有一群用初心守
望，用真心坚守的天津援青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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