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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三区

爱心故事，既有“新篇”
开启，又有“未完待续”

“新篇”——她不再羞于伸出手
来自云南的小尹因为手指先天畸

形，上幼儿园时经常被嘲笑。“她回来
后就很难过，有一次拿起剪刀想剪掉
它。”小尹的奶奶说。日前，杨浦区中
心医院专家团队远赴云南省丽江市永
胜县人民医院，为小尹开展矫形手术，
手术很成功。此次杨浦区中心医院专
家团队共为3名学龄前多指患儿完成
矫正手术。

这是由上海援滇医疗队发起的
“先天多指畸形”爱心公益项目。“我们
不仅要带给他们健全的身体，更重要
的是给孩子们送去精神上的陪伴和情
感上的关心。”上海驻昆办副主任柳春
杰表示。

杨浦援滇干部顾益军介绍，该项
目由永胜县卫健局牵头，依托永胜县
人民医院骨科和麻醉科共同完成，并
分阶段实施。

近年来，在沪滇合作的大力支持
下，杨浦区卫健委派出援滇医疗队对

口支援永胜县人民医院。去年11月，
杨中心医院援滇医疗队在永胜县下乡
义诊时，发现了两名拇指多指畸形患
儿，与家长沟通后，得知其家境贫困，
难以到昆明、大理等地的医院就医。
于是，医疗队在当地为这两名患儿进
行了矫形手术。

基于这次经历，杨中心援滇医
疗队推测永胜县其他乡镇可能存在
类似情况，便向永胜县政府建议对
各乡镇进行多指畸形筛查。“当地不
少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孩子，因其家
庭居住在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医疗
条件有限、经济困难等原因，未能得
到及时诊治。”杨中心援滇医疗队队
员李波说。

“今年 5 月，永胜县开始在全县
开展初步筛查，共筛查出 46 例多指
畸形。我们将为这些患者评估其畸
形严重情况，并制定合适的手术方
案，免费为其进行矫形手术。”顾益军
表示，首批为学龄前儿童和成人的多
指畸形开展矫形手术，接下来，将在
暑期完成学龄儿童的矫形手术。术
后还将开展定期随访，指导患者进行
康复功能锻炼。

“续集”——“以后能恢复到正常
孩子的行走步态”

“病好了，我要去上学！”2021年，
“世界儿童日”来临之际，来自西藏日
喀则的4岁女孩边巴普赤收到了一份
弥足珍贵的“礼物”——一个可以快乐
奔跑的童年。同年10月下旬，在杨浦
区中心医院援藏医疗队的护送下，边
巴普赤从西藏来到上海。医院骨科不
仅邀请了新华医院的儿科专家共同会
诊，为孩子进行双侧髋关节畸形复位
内固定术，还安排了儿科护理团队全
程照护。

如今边巴普赤已经 6 岁了，恢复
情况如何呢？日前，为她手术的杨浦
区中心医院副院长、骨外科主任刘晓
东一行来到拉孜县卫生服务中心，为
她进行了内固定取出。

“手术很成功，目前钢板已经全部
取出，从术后恢复来看，小姑娘的两侧
髋关节已经完全复位了，以后能恢复
到正常孩子的行走步态。”刘晓东介
绍。“非常感谢杨中心的医生千里迢迢
来为我的孙女做手术。”边巴普赤的奶
奶说。随后，医生们还为小女孩送上
了学习用品和捐款。

这段杨浦与拉孜的缘分，还得从
2021年10月初说起。

那时，杨浦区中心医院援藏医疗
队在珠峰脚下的拉孜县为当地农牧民
开展义诊。其中，一个小女孩格外牵
动医疗队员的心。她患有先天性双
侧髋关节脱位，走起路来一摇一摆，
如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将来可能无
法行走。

援藏医疗队队长王俊鹏介绍，先
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在婴儿期治疗效
果最佳，可通过手法复位等非手术方
法治疗。但由于边巴普赤已错过最佳
窗口期，现在只能通过手术治疗。“孩
子是出生两个月后发现得病的，因为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所以就拖到了现
在。”妈妈卓嘎无奈地说。

得知患儿情况后，杨浦区中心医
院决定全额资助边巴普赤来沪手术，
并在院内开展募捐，为孩子送上一个
可以快乐奔跑的童年。

据悉，自边巴普赤来沪完成手术
后，医护人员就一直与边巴普赤一家
保持联系，关心孩子的健康成长。

此次，杨中心团队还在当地开展
了学术交流活动，通过手术带教、学术
讲座、专家查房等方式，传播新理念、
推广新技术，促进“组团式”医疗援藏
互动交流以及拉孜县卫生服务中心骨
科的学科发展和人才梯队建设，提高
医护人员医疗技能水平，进一步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针对医生填报病案时存在的问
题，杨浦区中心医院病案室主任吴旭
以“病案首页填报注意事项”进行手
把手指导；针对影像疾病诊断，杨浦
区中心医院医学影像科的唐翠进行
授课……秉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杨中心团队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手术指
导和学术讲座，为当地医疗队伍“传
经送宝”。

活动中，拉孜县卫生服务中心医
学影像远程会诊中心揭牌成立。今
后，杨中心医生还可通过远程阅片的
方式，为当地诊疗提供指导。

“心灵奇旅”，既有“初体
验”，也有“主题歌”

“初体验”——音乐不仅能画，还
能演

今年，上海体育大学音乐教师李
云朵带领她的团队独创了一套”唱奏
画演“音乐心理舒缓课程，初衷是希望
为白领等中青年群体解压。

7 月 11 日，一曲节奏舒缓的《声
声慢》飘荡在杨浦区“心动力”夏令营
的活动现场，李云朵时而坐在钢琴前
弹奏，时而来到孩子们中间教授声息
唱法。“这次‘心动力’夏令营，我们是
首次将这套课程应用到青少年群
体。”李云朵告诉记者，“即使没有基
础，也能一起享受音乐。希望这次

‘初体验’能够给团队带来一些思考，
在未来更好地帮助青少年群体走出

‘成长的烦恼’，感受生命的美好，追
逐生命的本真。”

当天的活动，不仅对李云朵及其

团队是“初体验”，对参加夏令营的孩
子们也是“初体验”。

“妙不可言”，复旦科技园小学学
生孙德瑞用这四个字形容，“老师让我
们认真聆听音乐，同时把自己的注意
力集中在脚趾，再缓缓集中到头顶，从
来没有感觉这么放松过。”

“唱奏画演”音乐心理舒缓课，将
无形的音乐“化成”了不同行为模式下
具象的团体互动小游戏。

“音乐图形谱”，是一种用图形表
现节奏、旋律、高低、长短、结构等要素
的音乐记录符号体系。在李云朵的带
领下，孩子们开始进行“音乐绘画”，一
边听着节奏鲜明的音乐，一边用彩笔
画出与之相符的曲线，有的还“即兴”
加上了自己喜欢的小元素。

音乐不仅能画，还能演。换上服
装，拿起道具，在演绎《愚公移山》《哪
吒闹海》等舞台剧的过程中，孩子们与
带有神秘色彩的音乐作品也进行了

“亲密接触”。
“这个课程非常有趣，我很喜欢这

次的‘心动力’夏令营。认识了很多新
朋友，非常开心。”刘思睿说。

“主题歌”——不少传统文化体验
课变为“常态化”

6 岁的童佳羽一直在学习弹钢
琴，近日，在四平路街道抚顺路睦邻中
心，她却坐到了古筝前，专业老师手把
手指导，教她用拨片奏出一首入门曲

《小星星》。这是童佳羽第一次接触古
筝，“虽然有些陌生，但确实是一次愉
快的体验。钢琴是弹的，古筝是拨的，
有很大的不同，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
很好听。”童佳羽说。

在当天举行的“古韵流转，文化传
承”传统文化睦邻节中，除了热门的古
筝摊位，一旁的国画、书法两个摊位，
人气也颇高。

在国画摊位，孩子们熟练地拿着
画笔，蘸取颜料、简单描摹后，一株株
鲜艳可爱的荔枝跃然纸上；而在书法
摊位，记者遇到了今年10岁的朱嘉蓉
小朋友，她穿着一袭汉服。朱嘉蓉说，
自己平日里就有学写书法，是传统文
化爱好者。“我就觉得写书法非常舒
服，心境会变得很平和。”

其实在朱嘉蓉家，传统文化已
经成为亲子活动的常见主题。朱嘉
蓉的妈妈罗琦敏告诉记者：“我们希
望让孩子从小就接触国粹。因为在
学校里，她主要是学习语数外等知
识，那么在假期，我们就会有意识地
帮她安排一些传统文化学习。这是
一种品性的培养和磨练，对她的成
长有好处。”

本次传统文化睦邻节以“琴、书、
画、礼、乐、射、武”为主题。记者了解
到，活动中的不少体验课程会在抚顺
路睦邻中心正式上线，变为常态化。

“传统文化睦邻节，是为我们的一系列
暑期活动‘开路’。比如武术课，我们
后续会每周安排一次，让更多社区亲
子家庭接触传统文化，培养孩子们的
兴趣爱好。”抚顺路睦邻中心负责人
何雯婷表示。

■记者 毛信慧 汤顺佳 沈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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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热剧”的“开”与“续”
编者按
为孩子们打造一个身心健康的快乐童年，是家长、学校及社会各界的共同期望。
援滇、援藏医疗队的爱心故事，既有新篇开启，又有“未完待续”——她因为手指先天畸

形，上幼儿园时经常被嘲笑，而一次矫形手术让她不再羞于伸出手；2021年，远离家乡的她，
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可以快乐奔跑的童年，今年，同样远离家乡的杨浦医生为这份

“礼物”进行了“加固”。
中小学生的“心灵奇旅”，既有妙不可言的“初体验”，也有“常听常新”的“主题歌”——

音乐不仅能画还能演，夏令营中，无形的音乐“化成”了有形的团体互动小游戏，“即使没有基
础，也能一起享受音乐”；传统文化睦邻节是社区一系列暑期活动的“开路先锋”，穿上汉服写
起书法，在她的家，传统文化已成为亲子活动的常见主题……

正如即使手术很成功，援滇、援藏医疗队在术后也将开展定期随访，亦如传统文化睦邻
节上的不少体验课程变为“常态化”，杨浦正在演绎的这些“新篇”和“续集”，将持续为孩子们
送上今夏的热烈与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