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少刻苦学医
手术台前胆大心细

王延雄是土生土长的闸北人， 高中毕
业后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
学，自此踏上了从医生涯。

1967 年，历经 6 年苦学，二十八岁的王
延雄顺利毕业， 进入了福州军区后勤第九十
二医院，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 两年后，他从
普通外科转到了骨科， 紧接着去了安徽省人
民医院进修。 正是曾经扎实的学习，令王延雄
从来不畏惧手术台。

“那时的医疗技术比现在差远了，没
有 CT 检查、也没有核磁共振，当时有一个
孩子送来医院，脑外伤，没有人敢开刀。 ”
王延雄说， 小孩子玩气枪， 子弹射出后弹
到地面， 反弹进入了他的头部。 他看了病
人的片子， 通过肉眼定位， 判断了子弹的
位置。 手术台上， 他先使用吸引器清除子
弹周围的积液， 但取子弹时却发现子弹找
不着了。“为什么子弹没有了？ ”他让助手
快速清洗了吸引器， 小小的子弹就在过滤
瓶里。

“不是自己擅长的手术类型，当时有把握
吗？ ”对于这一惊险的手术，记者不禁向王延

雄提了一个问题。 “医疗上没有绝对，但有信
心。 ”王延雄说道。

援摩义不容辞
不畏条件艰苦

1988年， 阔别家人数载的王延雄从第九
十二医院调到闸北区中心医院， 依然待在骨
科。

“老王，你要去摩洛哥吗？ ”同部门的同
事问道。

“去。 ”王延雄答道。 1992年，上海市人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组建医疗队奔赴摩洛哥开
展医疗援助，王延雄正是这支医疗队的一员。
作为科室的骨干， 王延雄义不容辞地踏上了
援摩之路，一去就是 2年。

王延雄告诉记者， 沙温地处摩洛哥北方
城市，医疗设备差，当时很多手术都没法做。
医疗队除了给当地人看病， 还会带教院里的
很多新人，传授给她们一些手术知识。

在援摩期间， 曾有一名摩洛哥人前来就
医。 这位病人腰腿剧烈疼痛，已经不能下床。
“其实他的病医好一点也不难，他是腰间盘突
出，需要做髓核摘除术，但难就难在没有相应
的手术器械。 ”王延雄说，当时 “神经拉勾”

是神经手术中必备的手术器械， 但是由于当
地没有这类设备， 无奈之下自己大胆尝试制
作了一把。 病人因此得到了医治，康复后，还
特意给归国的王延雄寄来了康复的照片。

在摩洛哥的 2 年， 王延雄没有回过国。
“归国时， 所救助医院的院长握着我们的手
说，中国医生能吃苦、技术好。 ”王延雄说，那
一刻，他感觉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光荣，作为
一名医者的骄傲。

1994 年， 这支特殊的医疗队伍获得了
“援外医疗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退而不休
在医疗事业上发光发热

从摩洛哥回来后，王延雄一如既往，带领
着科室认真工作，直至退休。

2003 年，退休后的王延雄在老年报上看
见了“银龄行动”，为响应国务院西部大开发
的号召， 全国老龄委组织医疗卫生、 文化教
育、农业科技等方面的老专家、老教授，启动
了援助西部的老年志愿行动。

“招人的正是闸北中心医院的同事，她告
诉我正缺骨科医生。当时，上海服务的地区是
新疆。 ”依据报纸上的地址，王延雄特意跑到
实地现场去报名。

同年 7 月，王延雄与一名小儿科、一名妇
产科医生抵达了新疆阿克苏拜城县人民医
院。这所医院本有一名职工，准备动身去乌鲁
木齐开刀，但听说从上海来了一批医生，便慕
名来求诊。“他就是腰部有问题，需要做手术。
由于地方比较偏远，条件差，医院人才流失太
快。 ”王延雄说。

王延雄告诉记者，就是在这家医院，他曾
吃到过一串难忘的葡萄。 一个维吾尔族青年，
夜间被倒塌的房子掩埋。 等到早上有人发现

送到医院时， 青年的血压已经测不到了，肋
骨、手、腿、腰有 11处骨折，情况十分危急。

“这个病人当时急需输血，送他来的人并
不是他的亲人，我带头募捐了钱，替他交了
部分医疗费。输血后，病人血压开始逐渐恢
复正常， 但由于胸腔积血， 导致血压不稳
定。在引出胸腔内的积血后，病人生命体征
逐渐稳定，抢救成功。 ”王延雄说，看到病
人转危为安，是医者最开心的事情。

这位青年身体好转后，未办出院手续就离
开了医院。 隔了一段时间，青年的妻子特意摘
了家里种的葡萄送给王延雄以表感谢。眼看三
个月的援助时间临近结束，王延雄特意去拜城
做了 20床崭新的四件套送给医院。 “我看医
院的被子都有些泛旧了， 就量了医院被套、床
单、枕头的尺寸，想着送一些新的给他们。 ”

“去过之后， 心里就惦记着新疆这片土
地。 ”第二年，王延雄又跟着 30 多人的医疗
团队前往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开展医疗工
作。 这一次，他还带去了大宁路街道老年委
员会为当地医院准备的 20 床医用四件套。

王延雄的儿子受到父亲的影响， 也成为了
一名医生，如今在静安区中医医院工作。 王延雄
常教导儿子说：“一朝为医者，一世尽职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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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救死扶伤”当成终生使命
平型关路 801弄居民王延雄曾参与援摩医疗援助工作

防凉护心肺 饮食解秋燥

秋分防凉，三个地方别冻着

秋分之后，日夜温差较大，若下雨气温下
降更为明显。 如果这时穿得过于裸露，冷空气
会刺激皮肤，人体因着凉而免疫力下降，无力
抵御寒邪，容易出现肺部及呼吸道疾病，如发
烧、咳嗽、支气管炎等，严重者可能出现肺炎
等问题。 入秋后，头、肚脐、脚都要严加保护。
外出的时候最好戴帽子， 洗头时用水要比平
时热一点，额头上出汗水时不能见风。 这是因
为头作为人体“诸阳之会”，是全身阳气最旺
盛的部位之一。 受寒，体内阳气会散失大部。
患有心脑血管病的人、四肢血管病的人，以及
四肢不温的人和易感风寒的人， 尤其要在这
方面提高警惕。

中医称肚脐为神阙穴， 温暖这个穴位可
以鼓舞机体阳气， 特别是一些脾胃虚弱，怕
冷、 易腹泻的人， 要特别注意这个部位的保
暖，还可以采取经常在肚脐热敷的方法，驱寒
助阳。 脚是人体各个部位中离心脏最远的地
方，因此，血液流经的路程也最长，而脚又汇
集了全身的诸多经脉，所以人们常说“脚冷，
则冷全身”。足部寒冷，机体抵抗力就会下降，
病邪就有可能乘虚而入。 所以秋季睡前泡泡
脚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注意饮食解秋燥

秋分前后天气比较干燥， 红薯和胡萝卜
这两种食物都有很好的润燥作用。

秋分前一般气温偏高，属于温燥，适合吃
一些清凉的食物来抑制这种干燥， 所以胡萝
卜更好，因为胡萝卜不仅可以调节“温燥”的
平衡，还能补气、消食。 而有些地区秋分以后

天气开始转凉，气候特征是凉燥，这个时候就
更适合吃红薯，因为可以温热养肺，同时也可
以润肺。 此外，坚果、秋蜜等也可以防止秋燥
对于人体的伤害，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从
而利于秋季的身体保健。

另外，秋季是胃病的多发季节，患有慢
性胃炎、胃溃疡的朋友，更应格外小心，以
防旧病复发。 胃病患者的秋季饮食应注意
以下几点：第一要少食多餐，使胃中经常有
食物和胃酸进行中和， 防止胃酸侵蚀胃黏
膜和溃疡面而加重病情;第二，避免过多食
用对胃黏膜有损伤的食物，如油炸食品、辣
椒、芥末、浓茶、浓咖啡、酒及过热、过甜的
食物;第三，不要睡前进食 (尤其是饱食)，因
夜间进食影响胃酸分泌过多而诱发或加重
胃溃疡。

（健康时报）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 这一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凉爽的秋
季，气温也逐渐下降。中医认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分时节天气变化明显，正是进补强
身的好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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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佳玲

在平型关路 801 弄，住着一位小有名气的骨科医生。 他的名字叫王延雄。 如今虽已 80
岁高龄，但遇到邻居、朋友需要骨科方面的医疗帮助时，王延雄总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给
出专业的治疗建议。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王医生不仅从医 34 年，精于骨科治疗，还曾参加中国医疗队远
赴摩洛哥开展医疗援助，医治过无数病人。“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就是
他一生的写照。

王王延延雄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