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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建美 记者 俞倩

据了解，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1航站楼改造工程将于 7月 10日起正式开始施工，工期为一年。施工期间，出发层 5、7、9
三个门将被封闭，楼前交通也将会有较大变化。为实地检测航站楼高架施工管制交通流的运行情况，机场决定于今天组织
交通压力测试，以便优化T1改造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确保旅客在施工期间能够安全、畅通、有序地进出航站楼。

目前，杭州机场航站楼高架路段日均车流量为

2.8 万到 3.5 万辆。根据“日流量大、时值高峰、承受

压力、掌握情况”的原则，高架桥交通压力测试将于

今天5:30—6:30和18:00—19:00两个高峰时段进行。

测试期间，T1航站楼出发层的5、7、9三个门临时关

闭，T1航站楼前高架桥的8车道将缩减为5车道（高架桥

内侧3车道封闭）。机场将会严格按照施工期间的要求，

设立临时围界和临时引导牌。机场建议乘坐国际地区航

班的旅客与此前一样从1、3号门进入航站楼，乘坐国航

航班的旅客建议提前从1、3号门进入航站楼，乘坐除国

航以外国内航班的旅客可以从11、13号门进入航站楼。

正式施工时，机场入口也将按照测试结果进行

相同设置，T1 航站楼 5、7、9 三个门封闭，出发层剩

余的 1、3、11、13 的四个门，机场会通过增开防爆检

测通道的方式，尽量减少旅客防爆检测等待时间。

机场巴士车站
迁移至新址

由于T1航站楼的改造，

从本月 1 日开始，机场也开

始启用了新巴士车站。

杭州机场巴士车站将

由 T3 航站楼前整体搬迁至

T1 国内航站楼 6—10 号门

外高架桥下方，旅客安检、

候 车 、乘 车 均 移 位 至 新 车

站 ，巴 士 售 票 窗 口 位 置 不

变，仍保留在 T3 国内航站

楼到达层。

为 方 便 旅 客 购 票 ，新

址增加 1 个人工售票窗口、

10 台 自 助 售 票 机 ，并 配 置

饮水机、休息桌椅、Wifi 等

设施。

机 场 提 醒 广 大 旅 客 ，

本月起乘坐机场巴士要注

意 查 看 楼 内 外 标 识 ，避 免

走错。国内到港旅客不用

出 航 站 楼 ，按 照 航 站 楼 内

标 识 进 入 巴 士 车 站 候 车

室 ；国 际 到 港 旅 客 出 航 站

楼后可经高架下方道路自

6 号门进入 T1 国内航站楼

至车站。

萧山机场

T1航站楼将改造一年

机场交通多处调整

，出行请留意

T1航站楼封闭部分车道和入口

20多岁时听见的一句话
成了她始终奉行的家训

敲开达式华的家门，老人满面笑容地将我们迎了

进去。满头华发、耳聪目明、思路清晰，老人慢慢地讲

起了她的行医路。

达式华是南京人，毕业于当时的华东军区护校，

解放初期在当时的南京华东军区医院工作。“1952 年

我成家了，随爱人去了大连工作，进入当时大连医科

大学附属医院。1959 年医院组建医疗队下乡，当时

我是手术室护士长。手术室共有5名护士，除我之外

都有两个孩子，而且家中没有老人帮助，而我当时只

有一个孩子，家中有母亲照看，我应该下农村参加医

疗队。”老人说。

那一年，达式华的女儿才 1 岁。她没想到，再见

女儿已是3年后的事情了。“我第一次休假回家，只有

7 天时间。我推开家门时，女儿似曾相识地看着我，

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

医疗队每3年人员轮换一次，达式华当时属于第

一批人员，按理3年期满应该回医院换第二批人员接

班。可是，手术室其他护士家庭情况依旧困难，最后，

她又成了第二批下乡的医疗队员。又 3 年过去，1964

年，该由第三批人员来接班了，可手术室依然无法抽

调其他护士来顶替，达式华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自

己留在医疗队里。

“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予别人。”这句话是

1949 年南京解放之初，达式华在医院里听到的。她

将这句话奉为家训，并一直践行着。

在辽宁农村，她前后接生了184个婴儿，现在年龄

最大的孩子已经是美国纽约大学的教授，至今还与达式

华有联络。“只要有人来敲门，一准是来找我接生，不管

在哪个屯子，我都得背着产包跟他走。”翻过一个又一个

山头，以月光为引路灯，她奔走在行医路上。

1983 年，达式华离休，跟随老伴来到杭州，打算在

这里颐养天年。“劳碌了一辈子，突然闲下来，很不习

惯。”达式华说自己“很爱管闲事”，于是，就成了居委会

的干部，“他们不找我，我也要找他们。”

1986 年，达式华迁入翠苑一区的新居。“当时我们

翠苑一带，只见房子不见路，地上全是泥巴。大家搬新

家都很兴奋，先把家搬过来，住下来才安心。”老人回

忆，当时小区周边配套几乎为零，公交车也没有，最近

的医院还是市一医院，居民出行、看病都很困难，一旦

有急诊或产妇临盆，没办法及时赶到医院。

当时，达式华在翠苑一区分管妇女、少儿及计生工

作。“这些困难都是我职责所在必须设法解决的。”老人

说，当时她买了一辆三轮车，又联系居民中的司机，“一

旦有需要，可以充分利用。”

产妇常有夜间发动的情况，为此，达式华经常会一

晚上在小区里跑好几趟。一天晚上，小区里一位苗族

孕妇血压突然飙升到 200 毫米汞柱，眼看着就要抽搐

了，达式华也被吓到了。知道这位孕妇有高血压，达式

华之前每周都到对方家里两三趟。眼见情况紧急，她

赶紧找小区里的司机开车，自己随车将孕妇送往医院，

最终，孕妇母子平安。

生孩子只是一个开始，怎么给宝宝洗澡、怎么调

奶粉、怎么坐月子，小区里的新手妈妈都搞不清楚，还

得靠达式华来教。“洗澡的时候，抓头也不对，抓脚也不

行，我就要上门去教她们。有些老人不给孩子洗澡，这

也不对。我是医生，不能不管。”

住进翠苑一区的头几年，居民配药回家后，打针、吊

瓶、换药这些事，找的都是达式华。“我都是上门打针。那

时候用的还不是一次性针筒，都要回来消毒之后再用。”

因为有求必应，31年的老邻居们都念着达式华的好。

1988 年，卫生部在全国重点城市开展了一次高血

压普查，杭州被列为普查地区。当时，部里派来的工作

人员只有3个，白天双职工都在上班，晚上居民家里有

人了，工作人员却下班了，普查工作开展得不是很顺利。

“3000 个居民，要在短时间里摸清当中有多少高

血压患者并不容易。”老人说，“我是居民，又是医生，应

该出手相助。”于是，她找到普查工作组，表明身份，表

示愿意协助普查工作，揽下了晚上普查的活儿。经过

10天的普查，小区内查出高血压患者500多人，大部分

患者并未用药，知晓率、治疗率、达标率都很低。

汇报了这些情况后，翠苑一区的血压监测点建立

起来了，由小区4名离退休医师负责，定期为居民监测

血压、指导用药、宣传医疗知识。这个监测点也就是

“达式华工作室”的前身。

2010年下半年，“达式华工作室”正式挂牌，每周二、

周五上午，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和达式华轮流坐

诊。工作室里，一共存放着30多本居民就诊信息记录，

里面血压高的数字都被标红了。“他们不好好吃药，血压

上去了，我要骂的。他们就说，‘老太太又要骂人了’。”达

式华坐诊的29年里，翠苑一区仅发生过一例因高血压引

起的脑溢血，300多名高血压患者都控制得比较好。

“只要我耳朵听得清、眼睛看得见，我就为居民服

务下去。”老人的热心感染了后辈，市二医院儿科主任

的女儿和市一医院外科医生的女婿时常会参加义务坐

诊，夫妇俩有空就会去老人家里，方便居民咨询儿科和

外科方面的问题。

如今，“达式华工作室”每周有 120 余人次前来就

诊和咨询，每年为超过6000人次提供医疗服务。

入党是她坚持67年的追求
九旬高龄依然不忘初心

关于入党的事，达式华说，这个心愿

她揣在心里已经几十年了。

“1949 年，南京解放前夕，我成了当

时军区总医院的一名护士。渡江战役

中，解放军战士的英勇果敢，解放南京

后，党员们崇高的素养和品格，让我对

党、对党员产生了一种由衷的憧憬和向

往。那时起，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成

了我最高的追求和心愿。”这个崇高追

求，达式华坚持了足足67年。

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达式华一直

没敢向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只是把这个

愿望深深埋在心底。“这些年来，我始终

谨记自己的愿望和追求，发挥自己的所

学所长帮助居民。以我的名字命名的

工作室义务帮居民量血压、检查身体，

并为每个来量血压的居民建立健康档

案⋯⋯”

2013 年，已经 87 岁高龄的达式华回

南京老家给母亲扫墓，那时，她才得知，

父亲的问题在 2008 年已经平反。“父亲

的问题已解决，我便没有了思想包袱。”

回到杭州后，她从侧面多方打听，自己的

情况是否可以申请入党。最后，她忐忑

地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这份申请书，达式华写了 3 页半，一

气呵成，只用了 1 个多小时。经过严格

的入党程序，去年，90 岁高龄的达式华

终于达成了 67 年的期盼，正式宣誓成为

一名共产党员。

“以后身上的责任更大了，对自己的

要求也要更高一点。”她将“困难留给自

己、方便让予别人”的家训装裱好，挂在

家里的墙壁上，“我希望各小区的医生都

能行动起来。你是医生，居民生病不找

你找谁？”

鲐背之年光荣入党，她可能是杭州年龄最大的“年轻党员”
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她从家乡解放那天起足足盼了 67 年

漫漫行医路，拳拳赤子心
通讯员 王英寅 记者 史洁 文/摄

“达医师确实好，那么长时间，没放弃过。她
为人民服务不是做做表面文章，是实际的行动。
这么大的年纪还帮我们量血压、看病。”家住翠苑
一区57幢的郭阿姨说，“她碰到我就说，‘你血压
高，平时要当心点’。”

在翠苑一区，连孩子都知道有小区里有一位
达医师。“我们小区科技馆里有些东西就是达奶
奶捐钱买的。科技节开幕式上，我看到她了，是
一位特别慈祥的奶奶。”12岁的张顾秦说。

达医师全名达式华，1926 年 11 月出生，今
年 91 岁。“我是一名‘年轻党员’，党龄才 6 个月
零20天。”老人说。

去年 12 月 18 日，老人刚过完 90 岁生日没
多久，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她可能创下了一
个纪录，成为杭州年龄最大的入党者。

“能在鲐背之年，完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心
愿，我眼眶中饱含的泪水代表着我内心澎湃的情
感。”老人在《我的入党故事》里写道，“我将用我
的专长，继续为社区老人们做好基础医疗服务，
做一名出色的医者。”

离休来杭后当起了居民干部 行医的老行当她始终没放下

主动协助卫生部普查工作 这便有了“达式华工作室”前身

机场交通
调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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