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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茜茜

本报讯 一说到我的老家台州三门，很多人第一
想起的就是三门青蟹。

因为我是医疗口的记者，往年我过年回家，亲戚
邻友聚在一起，常会问我杭州哪家医院好哪个医生
强，但是今年，类似的咨询明显少了。

原来三门县有近 40 万常住人口，整个县城只有
一家公立医院——三门县人民医院，自从三门县人民
医院牵手浙大一院，挂牌成立浙大一院三门湾分院
后，当地居民看病不用再往省城跑了，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三门县人民医院院长陈翔主任医师，在医院当了
十多年院长，他的感受尤为明显，医院里病人数量明
显增长，床位、停车位都吃紧。

“我们与浙大一院开展紧密合作，肝胆外科、消化
内科、胸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等合作科室长期有
浙一专家驻点，平均每天有 10 多个副高以上的浙一
专家在医院坐诊。尤其是肝胆外科，每天都有浙一的
专家在医院里做手术。还开设了‘院士工作站’，邀请
郑树森院士亲自为三门当地居民做手术。”

陈翔院长说，医院按规定开展三级查房制度，并
定期开展专家授课讲座；此外，医院也定期安排医务
人员到浙大一院进修，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现在我们医院肝癌手术量每年达到上百例，肝
胆外科的总手术量已经达到 800 多台。在以前，像这
部分病人基本上外流到省城大医院就医。但是现在，
这样的大手术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了。”

根据农医保部门统计，去年三门当地农医保到外
地住院就医的比例，相比之前减少了 11%，居民在当

地就医的比例达到近80%。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病源外流的数量在明显减

少，越来越多的当地百姓选择在基层看病了。三门百
姓的就医理念在逐步改变，当地的医疗服务水平也在
逐步提升。

听家里的长辈说，从 2015 年下半年开始，先后有
三家专科民营医院在当地办医，医疗市场开始呈现多
元化发展。

这对三门县来说，是一件好事，因为医院多了，当
地百姓就医也有了更多选择。同时，民营医疗资本注
入医疗市场，也将刺激公立医院不断提升医疗服务的
水平与能力。

说到底，这些变化，最终的受益者是三门当地的
老百姓。

奖状
去年9月，当时6岁的王剑宇独自照顾病重父亲

的故事，一经报道就感动了很多读者。时隔四个月，
孩子的父亲还是没有敌过病魔，只留下一双稚嫩的
肩膀看守两间旧屋。

除夕那天中午，我去看了孩子。去之前，又有朋
友托我带去了钱，还跟我说，这个孩子越想越觉得可
怜，现在连最亲的父亲都不在了，以后怎么办？

没见几个月，孩子长高了不少，也胖了许多。王
尧土说：“孩子一直在惦记着你呢。你前一天打电话
过来说要来家里，我跟他说了，他就要我把初一要穿
的新衣服拿出来，一定要先穿起来等你来。”

我到的时候，家里正在准备中午吃饭的菜，看到
我走进院子，正在帮着大伯母拔鸭毛的剑宇马上站
了起来，小跑着进了屋里，搬出一张凳子给我坐。

他又去卧室拿来一张奖状，幼儿园发的“进步宝
宝奖”：“我想给爸爸看的，但是他没看到就不在了。”

王尧土说，小土离开以后，还是第一次看到孩子
这么高兴，“就在昨天晚上，他饭吃了一半，就突然跑
到隔壁自己的家门口大哭，喊着要爸爸回来。”

后来，孩子告诉我，就是突然之间想到了爸爸，
想到爸爸不能陪自己过年了。

孤儿
小土走后，孩子就一直住在大伯家里。虽然在

小土病重期间，孩子的三餐也都在大伯家吃，但晚上
睡觉还是会回家挨着父亲睡。这是孩子第一次一个
人一张床，而且还不是在自己的家里。

“小土走的那天，剑宇跟着我一起守夜，两天没
睡觉，也没吃东西，去送葬那天，他的哭声让所有亲
戚听着都觉得心酸。”

孩子的母亲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一直住在绍兴
第七人民医院，医生说精神疾病治疗不能间断，所以丈
夫走的时候，也不让她回来，也没有告诉她这个消息。

孩子，似乎就成了一个孤儿。
还好，67岁的大伯给了他另一种温暖的爱，给了

他另一个家。“我就当自己多了一个儿子，一定会待
他比自己的儿子还好。我晓得的，这个孩子不能再
有任何的生活负担了，即使要承受，也不应该是在这
样的年纪。”

孩子还会尿床，王尧土就给孩子在自己的卧室
搭了一张小床，晚上每隔几个小时会起来一次，看看
孩子睡得怎么样。一个月左右住下来，王尧土夫妇

也摸出了规律，到后半夜会抱着孩子去一趟厕所，孩
子就会在睡梦里尿。

“我们不在他面前提任何他爸爸的事，也希望他
心里不要老想着这些不开心的事。孩子真的是太懂
事了，白天我宁可不去地里干活，也要多陪陪孩子。”
大伯母说，在收割蔬菜的那几天，如果碰到周末孩子
放假，她就会雇些人帮忙，自己带着孩子去村口的小
店里坐摇摇椅，或者去村里的小广场开好心人送来
的遥控汽车。

孩子毕竟还是年纪小，当他沉浸在游戏的世界
里时，就会忘记原本记在心里的事情。就像他也喜
欢看喜羊羊一样，就像他喜欢趴在堂哥大腿上打手
机游戏一样。

抚养
我去的那天，村支书王国良代表村两委，在跟王

尧土商量孩子今后的抚养问题。
王国良算了算，前期的捐助款差不多还有将近

40万元，其中10多万在王小土的卡上。
“卡上的钱就留下来给孩子买吃的，买衣服，包

括临时抚养人需要的其他花费，越是这个时候，越是
不能让孩子在物质上吃亏。”王国良说，这些钱都是
好心人的爱心，村里也会监督怎么用。

王国良说，在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前，就先让王
尧土暂时照看孩子，但这不会是长久之计。“养一个
孩子不容易，王尧土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是很好，
还是要想个更好的办法，让孩子健康长大。”

等王小土的五七过了之后，村里会把孩子的其
他长辈都叫在一起，听听大家的意见。“现在也有人
来找我，希望收养王剑宇，可我说了不算数，王尧土
说了也不算数，不管最后是什么方案，都需要所有人
同意才可以。”

王剑宇最大的表哥在外地做生意，是所有亲戚
中条件最好的。王小土住院期间，大表哥回来过一
次，表示过自己愿意把王剑宇带大。可孩子不愿意，
他只愿意住在大伯家里。

孩子说，表哥在很远的地方工作，回家的次数不
多，“如果我住在大伯家里，就离我自己的家很近很
近，我想爸爸了，就可以跑回家看看爸爸的照片，去
了很远的地方我就看不到爸爸了。”

我要走之前，孩子拉着我去了他自己的家。他
让我给他拍一张站在家门口的照片，他说这是他的
家。“爸爸不在了，这里还是我的家。”

父亲离开了 但爱还在
王剑宇：想爸爸了
就跑回家看看爸爸的照片

年变 记录一个家庭

去年9月，46岁的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民生村村民王
小土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由于妻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大部分时候，在病房
一直看护他的，只有6岁的儿子王剑宇一个人。

王剑宇乖巧懂事，医院的医生、护士，甚至食堂的师
傅、小卖部的老板，都知道了这个孩子。

今年1月14日傍晚，王小土病逝。

这是王剑宇第一次没有爸爸陪伴的春节。
正月初十，是剑宇父亲王小土的五七，按照上虞当地习俗，这对去世的人来说，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剑宇大伯父王尧土说，在家的其他六兄妹在年前就商量定了，到时候会给弟弟好好超度，一来是告慰亡灵，二来也想跟弟弟说，7岁的剑宇他们会好好帮着带大的。

记者 胡剑

浙大一院专家来了三门
家门口享受省级医院医疗服务
浙大一院专家来了三门
家门口享受省级医院医疗服务

新闻回放

幼儿园发的“进步宝宝奖”幼儿园发的“进步宝宝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