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早上8点多，鄞州二院产科主任生启芳
拄着拐杖走向手术室，准备给一位高龄产妇实
施剖宫产。看到生主任拖着病腿来做手术，产
妇和家属都十分感动。手术室的麻醉师李平拍
下现场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立马赢得许
多点赞。

“这位产妇是高龄产妇，而且怀孕后伴有高
血压和糖尿病。”今年50岁的生启芳告诉记者，
这位产妇怀孕后一直看的是她的专家门诊，在
她的帮助下控制了血压和血糖。因为长期接
触，医患之间相处得非常好，产妇一直希望分娩
的时候，生启芳能在她身边照看一下。

一周前，生启芳在参加医院运动会时不慎
摔伤了腿，打了石膏，在家休息。

产妇的预产期是12月初，可前两天血压突
然升高到180/100毫米汞柱，随时可能危及母
子安全，于是赶紧住进了鄞州二院。

刚住进医院，产妇就给生启芳打了好几个
电话，告诉生启芳自己的情况。住院两天后，产
妇的血压继续升高，且难以控制，考虑到已怀孕
37周，当值医生决定实施剖宫产。

想到要做手术，产妇和家人都很紧张，虽然
知道生启芳正在休病假，但还是希望生启芳能
亲自主刀。

生启芳说，其实剖宫产只是一个普通的手
术，再加上产妇也是第一次剖宫产，所以难度并
不大。“但这位产妇是等了多年后，通过试管婴
儿才怀上孩子的，这次生产对她而言显得非常

珍贵，可能因此更加紧张，她这种心情我特别能
理解。”生启芳说，“再说我休养了一个星期了，
还有其他同事一起上台，所以我很有信心完成
这次手术。”

手术中，生启芳把受伤的那条腿搁在圆凳
上，单脚独立。手术很顺利，一个小时后，3.9公
斤的宝宝降生了，母子平安。

“很多医生都会这么做，主要还是奔着患者
的信任来的。”昨天下午，已经回家休息的生启
芳告诉记者，手术的时候不觉得累，下了手术台
后发现，站着的那条腿的髋关节有点痛，可能单
脚站立的时间有点长。“不过想到能够帮助产妇
达成心愿，母子平安，我心里还是很欣慰的。”

记者 孙美星 滕华 通讯员 谢美君

特别理解产妇的心情，努力达成她的心愿

“石膏医生”拖病腿为产妇做手术
“感动，医生拄着拐杖来做手术！”昨天，鄞州二院麻醉师李平发的一条微信让大家感动：为了给自己长期监护的高危产妇做剖宫产手

术，医院产科主任生启芳拖着刚骨折过、还打着石膏的病腿上了手术台，并成功完成了手术，母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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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今年76岁了，眼睛做过两次手术，
腰椎也不好。这几个月，她织了20件毛衣，想送
给贫困地区的孩子。我们一家一直是晚报的忠
实读者，相信晚报能帮我们把这些衣服送给最需
要的孩子。”昨天，读者卢女士给记者打来电话。

织了20件毛衣
要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

在鄞州区史家新村，记者见到了卢女士的母
亲李素玲。上午9点，李阿姨在卧室里织着毛衣。
房间里，阳光斜着洒过来，她坐在光晕里，头发花
白，鼻梁上架着一副眼睛，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两手拿着棒针，一上一下，动作娴熟，速度很快。
而她的眼睛，几乎没看过手中的棒针和毛线。

“我妈织毛衣几十年，现在视力不好，主要
靠感觉。”卢女士说，母亲的双眼前后做过手术，
视力不好，特别是去年因为腰椎问题在床上躺
了两个多月，医生再三说不能久坐。为此，母亲
去年很少织毛衣。

今年夏天，卢女士发现，母亲又开始织起毛衣
来，织的还是小孩子的衣服。“我心里挺纳闷的，一
问才知道，她要织毛衣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我喜欢织毛
衣，虽然年纪大了，但也想力所能及地做点好
事，帮帮别人。新闻里看到有些贫困地区的孩
子，衣服不够贴身暖和，挺可怜的，就想着能不
能织些毛衣送给他们。”李阿姨说。

三个半月里，李阿姨织了20件毛衣，而且很贴
心地说：“小孩子喜欢鲜艳的颜色，我特地都用了拼
色；织得也密实，这样冬天穿着挡风；小朋友袖口、
领口容易弄脏，这些地方我用了深色的毛线。”

毛衣织好后，李阿姨有些发愁，怎么才能把
衣服送给真正有需要的孩子呢？卢女士想到了
晚报，李阿姨也很支持：“我相信晚报的，能帮我
把衣服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人，成全我的心意。”

昨天中午，记者在办公室展开了两大袋20
件毛衣，同事们都啧啧称叹“太漂亮了，比买的
好看，很难想象是76岁老阿姨织的。”

很有文艺范的老阿姨

“我身上穿的毛衣也是自己织的，你看怎么
样？”李阿姨和记者聊着。

她身上穿了一件暗红色毛衣，时髦的插件袖
和青果领，特别服帖温暖，衬得人气色也很好。

写字台上摆放着是几只憨态可掬的小猪玩
偶。捧起来仔细看，竟也是用毛线织成的。几
种针法交替，胖嘟嘟的身体，矮墩墩的四条腿，
傲娇的鼻孔，卷卷的小尾巴，活灵活现。有的小
猪身上，还用毛线、彩线绣了红梅、小花等图案。

记者注意到，在李阿姨的房间，还有一本影
集。“我妈挺文艺的，这是她自己特地拍的毛衣写
真，说要留给晚辈当纪念。”卢女士笑着翻开影集。

影集是李阿姨70岁那年在三江口花了两天
拍的，里面有60多款毛衣，都是她自己织的。

“我想着，自己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织
毛衣，最擅长的也是织毛衣。拍这样一本穿毛
衣的影集留给晚辈最有纪念意义。”

以前舍不得毛线
现在由着性子可劲织

李阿姨说，她家在农村，做姑娘时条件不
好，身边也没人织毛衣，觉得毛衣是高档货。结
婚后住到宁波城区，看到身边有人在织毛衣，一
下就喜欢上了。“可那时候毛线要凭票买，一家
人一个月只能分到一两二两的毛线票。”

“攒了几个月才给自己织了一件毛衣？”记
者问。

“哪里舍得给自己织啊，我有两个孩子，都
是给孩子织的。而且每个月买到的毛线颜色都
不一样，只能拼颜色织。”

后来李阿姨有了工作，家里收入也宽裕了
些。“我一个月工资24元，羊毛线要20元一斤，
家里用钱的地方多，还是舍不得。”李阿姨说，直
到两个孩子差不多都上小学了，她才给自己织
了一件毛衣。

1997年左右，李阿姨开始全身心投入到织
毛衣的“事业”中来。“退休了，有时间了，也有钱
了。经常逛毛线店，看到喜欢的就买，由着性子
可劲织。”李阿姨笑着说，“我呀，实在闲不住，手
里不拿毛线针就不舒服。”

衣服已寄出，下周到新疆

昨天，记者通过市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联系
了身在新疆援建的鲍继恩。鲍继恩在宁波一家
银行工作，现在新疆金融办挂职，结对帮扶的村
子叫克青孜村。

“太好了，天气冷了，我们结对村子的孩子
非常需要这些保暖衣物。”鲍继恩说，“我替孩子
们谢谢热心的宁波奶奶，毛衣将会穿在特别需
要衣物的孩子身上。”

从他传来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在寒冷的季节
里，当地不少孩子仍光着屁股，光着脚丫。鲍继恩
告诉记者，下周五，大家将从乌鲁木齐出发去克青
孜村，路上要20个小时。他们正好可以把这些衣
物带上，直接分发到有需要的孩子手上。

昨天下午，记者已将20件衣物打包好，用快
递寄出。对于这样的处置方式，李阿姨表示很
满意。 记者 王颖 文/摄

76岁老阿姨织了20件毛衣
委托本报送给贫困地区的孩子

李阿姨和她织的毛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