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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上的美好未来
文 / 特邀记者 公保安加

2 月 5 日深夜，天空飘起鹅毛大雪，一夜
间，金色谷地雪覆冰封。

算起来，这是同仁市入冬以来最大的一
场雪，隆务河两岸山野和古城的街道到处银
装素裹。

太阳爬过东山之巅，驱散了这场大雪带
来的寒意，位于山脚的吾屯上庄大街小巷随
之热闹起来。年轻的唐卡画师彭措放下手
中的画笔，走出院落和妻子一起清理门前的
积雪。

在彭措的热情邀请下，记者走进了他家的
里屋，坐在旺盛的炉火旁，和他随意攀谈起来。

对彭措来说，这一年是付出和收获并存
的一年。2023年7月初，他踌躇满志，带着自
己最为满意的唐卡作品，赶赴山东省青岛市
与合作方一起做起了网络直播。但事与愿
违，种种原因，让他几个月的辛勤付出以失败
告终。

“失败了，总要再站起来，起码我有一身
手艺。虽然青岛的一摊子事儿没有成功，但
是我从中学到了很多道理，后来去拉萨也找

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11月，彭措告别
青岛，千里西行，投奔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开
设工作室的弟弟索南旦巴。在那里考察学习
和辛勤劳作的日日夜夜，被他视为这一年里
最珍贵的财富。

彭措告诉记者，他计划年后还要和弟弟
一起回到拉萨，重新布局他们的事业，用手中
的画笔，绘制出属于他们的美好未来。

说话间，彭措带着记者，穿过村巷来到不远
处的弟弟索南旦巴家。这是一座豪华的藏式木
结构四合院，推开高大的院门，眼前是一排崭新
的二层楼房，西、东两侧各连着一排房屋，封闭
式采光屋顶严丝合缝地罩着整座院落。

沿着东侧的楼梯走进二楼的廊檐，索南旦巴
盘坐在画板前，正聚精会神地绘制着眼前的

“嘎乌盒”（一种佩戴的小型唐卡），一旁的茶
盘上，水壶正呼呼冒着热气。

索南旦巴虽然年仅三十，但制作“嘎乌
盒”在十里八乡有着不小的名气。2018年以
来，他靠着一手精湛的技艺，将位于同仁市文
化街的工作室做得风生水起，在自己的事业

获得成功的同时，将家里的房子修葺一新，还
带出了来自本地和甘肃省的4名徒弟。

“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但作为一名‘以
画为生’的唐卡画师，面对一天天趋于激烈的
竞争，必须要紧跟产业化发展步伐，接轨市场，
才能有所收获。”索南旦巴认为，对于一名专业
唐卡画师，这是眼下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

索南旦巴向记者介绍，2023年，文化街由
于同仁市整体规划进行改造，政策优惠下免
房租开设了 5 年的工作室面临新的抉择。9
月，索南旦巴赶赴拉萨市考察，不久便在那里
开起了自己的工作室。

“在拉萨开设工作室到现在5个多月，我
已经交付了60幅‘嘎乌盒’订单。”年关在即，
当人们忙碌着准备过年，索南旦巴依然争分
夺秒地赶制着一批新接收的订单，在他充当

“调色板”的左手背，一道道矿物颜料痕迹清
晰可见。

在索南旦巴家，记者还见到了不久前跟
他一起从西藏回来的河南信阳女孩黄小仙。
位于院落二楼东侧屋子靠窗的藏式茶几上，

整齐摆放着几幅制作完成的“嘎乌盒”，前面
立着用来直播的各种设备，不久后，这里将成
为她“直播带货”的一方天地，索南旦巴兄弟
俩的画作将通过她的推介，走向全国各地。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了解到，黄小仙在
西藏工作生活了7年，和索南旦巴两兄弟因唐
卡相识，曾经多次合作。这次回家时，她临时
决定跟他们一起来到同仁，一是为了与他们
合作，另外，也想领略一番热贡独特的民俗和
艺术氛围。

之于彭措和索南旦巴而言，考虑的远不
止于这一技之长带来的财富。年过而立，他
们渴望着能够更好、更全面地学习掌握这一
传自祖辈的技艺，用自己的辛勤付出，为这门
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同仁的文化产业发展很快，大家的
收入也跟着不断提高。”彭措说，如果没有好
的保护和传承，产业化发展终将变成泡影，作
为一名热贡唐卡画师，在一步步接轨产业发
展的同时，也要不断提升自己，多为传承和赓
续文化命脉作贡献。

不知不觉间，龙年春节已经进
入倒计时，绚烂的彩灯将小城装扮
一新，浓郁的年味在大街小巷弥漫，
但黄南州人民医院妇科主任秋忠却
没有时间欣赏窗外的霓虹，她要在
今天早上完成年前的最后一台择期
手术。

走进黄南州人民医院妇科住院
部，走廊里寂寥无声。临近年关，多
数病人已痊愈出院，只有少数需要
做手术的病人还在等待。

秋忠步履匆匆地走进医生办公
室，团队的伙伴们已经准备好交接
班工作。忙完手头的工作，她急忙
回到办公室说：“不好意思，马老师，
今天时间有些紧张，我们现在开
始。”她对自己的工作经历娓娓道
来，脸上始终挂着浅浅的微笑。

2007年，带着对医学事业的满
腔热忱，她考入黄南州人民医院，分
配到妇（产）科工作。

过去，黄南地区妇女同胞对妇
科疾病和个人卫生没有什么概念。
大多时候都是在“忍”，实在忍不了
才会选择去医院。语言不通、交通
不便、环境陌生，一度让她们对省城
医院望而却步，但同时对州医院妇
（产）科医生的技术存疑。

为了掌握更多的妇科临床知识，她曾前
后多次赴省内外医院进修学习妇科专业。
2017年在省城医院进修学习改变了她，也让
黄南州人民医院妇科迎来了新的里程碑。

那段时间，是她最充实最忙碌的日子。
她深知医院送她出来学习非常不容易，不学
些本事回去对不起院领导，也没有办法向辛
苦奔波的自己交代。

她天天学，天天记。可是却没有机会当
一主、二主，更没资格上主刀。但是她不甘心
不气馁，多次向带教老师毛遂自荐。然而医
院却没有让进修医生做主刀的先例。

终于在她一次又一次软磨硬泡下，带教
老师给了她一次上微创手术主刀的机会，手
术结束后，她不断回忆和复习第一个穿刺器
的感觉和技巧，并反复询问老师，总结自己的
不足。她想黄南州人民医院妇科要想留住病
人，她必须掌握腹腔镜和宫腔镜手术技术。

3个多月时间转瞬即逝，她带着一身本事
学成归来。之后她率先在黄南州开展各类妇
科腹腔镜及宫腔镜手术，填补了黄南地区多
项微创手术的空白……

参加工作17年，她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
也从死神手上救下了很多病人。

时间回到2022 年2月23日，妇科门诊接
诊了一名38岁危重患者。患者家属表示，患
者停经3个月，伴有下腹疼痛20天，当日疼痛
加剧面色苍白。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秋忠初步考虑，患
者可能为宫外孕。

时间就是生命。秋忠果断处理，尽最大
努力缩短检查、检验时间。随即妇科彩超检
查结果证实了这一猜测——经检查诊断患者
右侧附件区可见成型胎儿，并有胎心搏动，腹
腔存有大量积液。

检查过程中患者腹痛再次加剧，并伴随
脸色苍白、四肢冰凉、意识恍惚、血压降至70/
40mmHg、心率升至102次/分，患者已经处于
休克失代偿期。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秋忠通知院领导启
动绿色通道，并快速组建团队，兵分多路开展
救治，以最快的速度将病人送进手术室。经
过2个小时努力，手术顺利结束。术后统计该
患者总失血约 4000ml，意味着全身的血几乎

流干。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患者病情依旧很
严重，随时都有恶化的可能。

经过3天ICU治疗，患者各项体征恢复正
常转入普通病房，3月7日患者痊愈出院。

出院前患者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医生办
公室，对着秋忠及在场的医生护士深深地鞠
了一躬，激动地握着她们的手哽咽道：“谢谢，
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现在走进医院大门，“危重新生儿救治
中心请上住院综合楼9楼”“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请上住院综合楼10楼”两行指示牌格外
显眼。

实习医生多杰吉，对秋忠主任的好脾气
早有耳闻，她说跟着老师学习，更多的是看到
她对病人人文关怀的一面，“她不管再忙，也
从不对病人催促，保持超级好的脾气，态度又
很温柔，基本上每位病人都会被她感动到，对
她连连道谢。如果我们学生做错事，她也从
不生气，反而是很耐心地告诉我们应该要怎
么改正。”

秋忠在临床上严谨认真，带教风格也是
独树一帜，她认为，带学生不单单是教他们如

何治病，而是教给她们处理这个
病的诊断思维，如何跟病人沟通，
为病人操作时要严格认真，更多
的是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谈起最值得骄傲和高兴的事
情，她难掩兴奋。她说：“我们科室
于2021年正式开展女性盆底康复
治疗并设立黄南州盆底康复治疗
中心，着手治疗盆底功能障碍患者
及脏器脱垂等患者。2023年正式
评为青海省临床重点专科并挂
牌。同时完成了2项科研项目。”

为了留住人才培养基础医
生，2023年10月，秋忠组织举办了
黄南州地区规模最大并有省级学
分的学术活动——黄南地区第一
届女性生殖道感染性疾病诊治新
进展学习班，为全州妇产专业人
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

如今，一有机会秋忠就送年
轻医生去进修。这几年，借助省
级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经费，先后
组织18人次赴天津、上海、大连学
习妇科内镜手术、盆底康复、外阴
手术等技术，取得了相应的资质
和证书。

目前，科室拥有国内先进的微
创手术设备。2023 年收治病人

1230人次，门诊就诊8000人次，手术597台，较
2022年妇科科室门诊人次增长35.0%，住院人
次增长42.3%，手术人次增长37.2%，微创手术
人次增长 41.1%，盆地康复治疗人次增长
48.5%，三级手术人次增长42.3%，四级手术人
次增长42.5%，就诊患者治愈率达95%。

从被动培训到主动请缨，再到执着热爱，
就这样，秋忠团队不断壮大。科室成为全院

“最年轻”的科室，也为医院培养出了李毛措、
汪成男、更藏措、王金玲、陈晓彤、达哇央宗等
能够独立完成一、二级手术的年轻医生。

对工作对患者她无愧于心，但是提到家
人，她眼里泛起泪花。“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母
亲……”她的丈夫是州医院麻醉科医生，两个
人经常顾不上家人。

原本最担心的两个孩子，却成了他们夫
妻的坚强后盾。她说：“孩子很理解我们，也
很独立。从小到大我们都是远程‘监控’着他
俩的学习、生活。”

秋忠对事业充满激情，对患者无限关
爱。她说：“我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做黄
南人民的温暖‘医’靠。”

秋忠：做黄南人民的温暖“医”靠
文 图 / 本报记者 马芝芬

正在做手术的秋忠（右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