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特别报道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祝嘉锶 版面：龙靖雨 校对：陈小颖 电话：7727162

8

地址：湖南省常德市柳叶大道 广告经营许可证：4150001070046 邮编：415000 常德常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编辑部：7727162 7709119 记者部：7133500 发行部：7727830 定价（年）：120元

真情相伴，年迈姐妹不再孤单

沿着奔流不息的隆子河，我们的

第一站是隆子镇宗雪村。

村中74岁的次仁白玛老人，正坐在

家门口悠闲地纺着羊毛线。看见闫振

升与同事提着水果、糌粑、酥油出现，她

喜出望外。对于这个时常来串门的的

汉族“亲戚”，次仁白玛一家满怀感激。

“我是在一次义诊中认识次仁白

玛三姐妹的。”闫振升告诉记者，2017

年，他第一次援藏过程中，前往宗雪

村进行义诊时，认识了次仁白玛。经

过诊断，老人因风湿导致行走不便，

于是医疗队给她赠送了一些药品。

然而，次仁白玛拿了药后却不肯走，

希望能多拿一些药回家。

是药三分毒，吃多了对身体可没

有好处。次仁白玛的举动引起了闫

振升的注意，经过询问，得知她家中

还有一个82岁的姐姐和一个69岁的

妹妹，与她一样都行走不便。闫振升

立即跟着次仁白玛回家，为其姐妹看

病。这次不经意的入户问诊，让闫振

升与这藏族三姐妹结下不解之缘。

次仁白玛三姐妹都终生未成家，

三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是村中的

“分散五保户”。年事已高、行动不

便，又没有子女在身边照顾，从那以

后，闫振升隔三差五就会去次仁白玛

家串门，了解她们的病情，并送去一

些生活用品以及慰问金。次仁白玛

姐妹也将闫振升当亲人般看待。

半年的对口援藏工作很快过去，

闫振升回到常德后，时时惦记着她

们。2019年，常德市选拔第九批援藏

干部人才，隆子县人民医院再次点名

闫振升。2019年7月，闫振升重返山

南，担任隆子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重

返隆子县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提着药

品看望阔别已久的次仁白玛姐妹。

悉心照料，5岁幼童快乐奔跑

离开次仁白玛家后，我们前往第

二站——日当镇才布村。

“闫院长医术精湛又敬业，对我

们的指导也是毫不保留。每次他入

户问诊，都会带上我们进行现场教

学。”同行的隆子县人民医院的医生

洛桑江村，一路上对闫振升赞不绝

口。据他介绍，为了给隆子县人民医

院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闫

振升在工作中强调“传帮带”，会及时

纠正当地医生在问诊、查体、处理病

人方面存在的遗漏和不足，不断提高

当地医生的临床诊断思维和病历书

写水平，及时更新一些医学理念，使

他们的诊断治疗更加规范。

在村口，闫振升遇到外出回家的

扎西平措与外甥女旦增曲珍。他从

三轮车上一把抱起旦增曲珍，轻车熟

路地走向扎西平措家。怀抱中的小

丫头欢呼雀跃，还不时地向闫叔叔嘟

嘴撒娇。今年5岁的她在镇上读幼儿

园，如果没有遇到闫振升，她可能就

不会拥有可以快乐奔跑的童年。

2018年1月，闫振升得知建档立

卡贫困户扎西平措的外甥女旦增曲

珍走路时一摇一摆，十分异常。经过

会诊，她被诊断为双侧发育性髋关节

脱位，因为已经错过矫正的最佳时

机，她必须接受手术治疗，否则很有

可能落下终身残疾。然而，山南市没

有给她做手术的医疗条件，巨额的医

疗费用更让这个贫困家庭望而却

步。在闫振升的积极争取下，市第一

人民医院和市援藏工作队共同伸出

援手，将孩子接到常德市进行手术，

并承担了所有的费用。

2年多过去了，经过多次治疗，旦

增曲珍现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个子长高了，身体结实了，性格腼腆

内向的她，也变得活泼开朗起来。

援藏期间，闫振升每个月都会定

期上门为旦增曲珍进行复查，并指导

她进行康复性训练。每次见到闫振

升，小丫头都很开心，因为闫叔叔不

但会为她按摩双腿，还会送她精美的

玩具和可口的零食。作为回报，她会

为闫叔叔表演各种节目，这一次她表

演的是刚学会的舞蹈《两只老虎》。

鼎力相助，12岁少女重见光明

一天四季，是雪域高原的独有气

候特征。下午时分，原本晴朗的天空

突降大雨，崎岖的山路变得泥泞不

堪。

“要方便藏族群众就近就诊，达

到医疗扶贫的效果，就得多下乡义

诊。”对此，闫振升深有感触。隆子县

的不少乡镇，山高路远，交通不便，病

人看病，往往要翻山越岭，历经数个

小时的车程。有些病人在途中就耽

误了病情，还有的人干脆放弃治疗。

援藏期间，闫振升在常德市第一人民

医院的支持下，向山南市隆子县人民

医院捐赠了价值30余万元、500多个

品种的药品，极大缓解了隆子县药品

短缺问题，也为随后展开的覆盖该县

11乡镇的大型义诊活动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目前，他带领医疗团已完成

三个边境乡及驻军部队、养老院的义

诊工作。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近 3 个小

时，终于来到此行的最后一站——加

玉乡达孜村。

得知闫振升要来看望，12岁的扎

西央宗小女孩和姐姐赶来村口迎接。

闫振升回忆，认识这对姐妹是

2019 年 11 月初，常德援藏工作队来

到加玉乡义诊。消息传到加玉乡完

全小学，学校上报的大病医疗救助名

单中，便有该校5年级学生的扎西央

宗。当时，扎西央宗因为先天性圆锥

角膜导致高度散光，视力严重下降，

几近失明，已在家休学了一年。闫振

升第一时间向上级汇报扎西央宗的

情况，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她安排

眼角膜移植手术。不到10天的时间，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便传来消息，角

膜供体找到了！为了避免扎西央宗

一家因病致贫，市援藏工作队和市第

一人民医院承担了所有医疗费用。

11 月 22 日，扎西央宗接受了右眼眼

角膜移植手术，术后第一天，她的右

眼视力便恢复到 0.7，重见光明的小

女孩当场喜极而泣。

闫振升说，此行有两个目的，一

是检查扎西央宗右眼恢复情况，二是

和她的家人商量左眼眼角膜移植的

具体时间。扎西央宗现在会讲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她抱着闫振升送去的

布娃娃舍不得撒手。姐姐则不断为

客人斟满醇香的酥油茶，将所有的感

激都倾注在了茶里

出门时旭日初升，返回已是夕阳

西下。“这次援藏只剩下半年的时间

了，我想尽量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以后只要隆子县需要我，我愿意还

来。”对闫振升来说，在奔波中度过休

息日，是他援藏期间的工作常态。

闫振升：二次援藏医生的三家“远亲”
■常德晚报记者 林毅

位于西藏自治区南部、喜马拉

雅山东段北麓的山南市隆子县，平

均海拔 3900 米。这个人口不足 4

万人的县城，因山高路远，鲜有人

至。对有两次援藏经历的常德医

生闫振升来说，早已将这里当成自

己的“第二故乡”。

7 月 24 日，初见闫振升，是在

隆子县人民医院急诊室。留着利

落平头、穿着白大褂的他，正一边

为患者处理伤口，一边为当地医生

进行现场教学。还未到上班时间，

闫振升已经开始忙碌的一天。刚

处理完急诊病人，他又一路小跑开

始查房。查完病房，闫振升还来不

及喝口茶，妇产科的医生又来请求

“支援”，他们发现一名新生婴儿双

脚内翻，请这位来自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的骨科专家会诊。

2个多小时的等待，记者未与

闫振升说上3句话。

7 月 25 日，星期六，是闫振升

的休息日。难得有假，他却闲不下

来，心里惦记雪域高原大山深处的

三家“亲戚”，记者决定随他一起去

“探亲”。

旦增曲珍经过治疗完全康复，他的家人送给闫振升的锦旗上深情地写着：“医
德高尚暖人心，心系群众助脱贫”。 资料图

闫振升带领医疗队下乡义诊，为藏
族群众检查身体。 资料图

闫振升隔三差五就会去次仁白玛家
串门，不但为她们看病，还会送去一些生
活用品以及慰问金。 林毅 摄

重见光明后，扎西央宗乐观向上，勤
奋好学。 林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