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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女孩侧弯近50度的脊柱被“拉直”

小婷的病要从她出生不久说起。当时，父母就发
现，孩子胸廓略凹陷，但没重视。10多年后，脊柱侧弯
达到近50度，背部疼痛，走路也渐渐不稳，一家人这才
来就医。在被多家医院劝退后，他们慕名找到了浙江
大学明州医院骨科主任徐荣明主任医师。

为了让小婷早日恢复正常体态，徐荣明在术前评
估环节上花费了许多精力：由于小婷的脊柱不是简单
的整体弯曲，而是每一节都有不同程度的扭转，因此，
徐荣明需要观察每一节椎体的形状，又对着CT逐一测
量椎弓根的宽度和高度，反复权衡螺钉置入的位置和
角度。

手术历时4小时，术中，徐荣明用18枚螺钉拉直了
小婷的脊梁骨，两侧躯干也对称了，整个过程靠的是徐
荣明的一双巧手，哪怕千万元的设备也无法这么精准
定位。由于技术娴熟，术中出血量不过几十毫升，基本
可以忽略。

术后的小婷变得活泼自信。她的样子也让父母大
吃一惊：原来女儿有1.7米的个头，穿连衣裙这么好
看！专家的一句话让一家人更加欢喜：“孩子还在生长
发育期，再过两年，体态会更加优美挺拔。”

小婷为什么会发生脊柱侧弯呢？徐荣明表示，
80%-90%的脊柱侧弯属于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也
就是生长发育期间原因不清的脊柱侧弯，没有好的预
防办法。轻度的脊柱侧弯通常没有明显的不适，外观

上也看不到明显的躯体畸形。较重的脊柱侧凸则会影
响婴幼儿及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使身体变形，严重者可
以影响心肺功能，甚至累及脊髓，造成瘫痪。

家长一旦发现孩子出现两肩不等高、两侧盆骨不
等高、腰背隆起等可疑症状，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院
骨科接受检查，确定造成畸形的原因，再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法。特发性脊柱侧弯如果发现得早，可以进行支
具治疗。这是目前唯一有明确资料支持的有效的保守
治疗方法。

一双巧手助两名七旬老人挺直身板

近年来，除了青少年患者，还有许多弯腰驼背的老
人找到徐荣明，希望手术能改变他们老态龙钟的体态。

近期，徐荣明一连接诊了两名“麻烦”的患者。一
名患者是78岁的老太太，买菜途中走不了路了，原地
站了5分钟后倒地，随后辗转来到浙江大学明州医院
骨科求医。徐荣明检查后发现，老人脊柱侧弯已达60
多度，之前全靠肌肉代偿，但久而久之肌肉也顶不住
了。如不手术，未来只能长期卧床。

“老人的手术比年轻人的棘手。他们的脊柱多是
僵硬的，不能直接矫正，必须先截断后再矫正。”徐荣明
说，这名老太太病变的椎体共有6节，他从椎体最弯处
着手，将其上下截断后撑开，再一一置入螺钉。

术后不久，老人康复出院了。她笑着说，没想到古
稀之年还能“长高”。

另一名患者是72岁的老大爷。前两年因为腰痛

赴上海做了手术，谁知没多久又开始痛。徐荣明诊断
为腰椎间盘突出复发，治疗方案是在原手术部位进行
翻修手术。

老大爷一家担心手术风险。徐荣明的回应客观、
幽默又充满自信：“手术都有风险，找我，手术失败的概
率也就跟飞机失事差不多吧。”

“飞机”没有失事，老人总算摆脱了疼痛，挺直了腰
板，一家人感激不尽。

类似的老年患者还有很多。徐荣明表示，老年人
同样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只要条件允许，符合手术
适应症，他会帮助更多的老人一改佝偻的体态，提高生
活品质。

贫困患者可获专项扶助资金

徐荣明说，在接诊过程中也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因
为家庭经济方面的原因放弃了治疗，实在有点可惜。
为此，医院与鄞州区慈善总会成立了专项扶助基金，针
对家庭贫困并确诊可手术治疗的骨科重大疾病患者，
给予4000元-20000元不等的手术治疗扶助金，如糖
尿病足患者，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颈椎病、髋部
骨折、肩关节痛（肩袖损伤）、小儿髋关节畸形、先天性
多指（趾）畸形、慢性骨髓炎等患者，股骨头坏死、膝关
节痛（前后叉韧带损伤）等患者，脊柱侧弯患者。具体
可到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骨科门诊就诊咨询。他也希望
通过这一举措，能切实帮助更多的患者。

记者 童程红 通讯员 黎燕

17岁女孩脊柱侧弯成麻花
名医徒手置入18枚螺钉将其“拉直”

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骨科主任徐荣明的一双巧手比上千万元的设备还精准

17岁女孩小婷（化名）多年来一直为自己的体态而自卑。由于特发性脊柱侧弯，她的脊柱扭曲旋转好似麻花，含胸驼背，完
全不是一个青春少女该有的样子。

近日，在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骨科主任徐荣明运用自己苦心钻研的徒手置钉技术（该技术年初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将18枚螺钉置入小婷的脊柱，拉直了变形的脊柱，也拉直了她未来的人生。

多次立功受嘉奖

初次看到王猛，会发现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
一些，脸被晒得黑黝黝的。如果去找他，很难在办公
室找到，他的大部分时间泡在一线。

1973年3月出生的王猛，2008年从部队转业至鄞
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因工作成绩显著，2010
年任副中队长，2012年任鄞州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
队洞桥中队中队长。后因区域调整及体制改革，任海
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洞桥中队中队长至今。

王猛在宁波城管系统是一个“名人”，身上有无数
光环。2011-2013年，因表现突出，成绩显著，被鄞州
区人民政府记三等功；2012-2013年，在创建浙江省
文明区工作中，表现突出，被鄞州区文明委授予“浙江
省文明区创建工作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4年、
2016年被鄞州区人民政府授予嘉奖；2017年被海曙
区人民政府授予嘉奖；2016-2018年，被海曙区人民
政府记三等功。

在近12年执法过程中，他始终牢记“以人为本、
执法为民”的执法理念，对待工作他始终坚持高标准、
严要求，精益求精，不断钻研业务知识，创新执法方式
方法，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强烈的责任感，扎扎实实
地开展工作，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工作效果。

始终坚守基层执法第一线

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是他一直不变的本色。为了
发挥火车头作用，王猛意识到只有真抓实干，大家才

会信任；只有率先垂范，大家才会服气。为此，他始终
坚守在基层执法第一线，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时时
处处走在前、干在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凝聚了人心，
激发了干劲，也带出了一支打不散、劲不减、压不垮、
吓不倒的执法队伍。

勤奋工作、尽力做好本职工作是王猛的原则。根
据中队实际情况形成工作思路，确定工作方法，落实工
作职能，确保中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对领导交
办的各项临时性工作任务，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音。去年，他带领中队全体队员上下齐心，克服种种困
难，圆满完成了洞桥镇美丽乡镇创建工作保障任务，使
辖区市容面貌焕然一新。他还引领中队行政执法工作
逐步走上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轨道，去年中队在规
范化建设中成绩突出。其个人和所在中队各方面取
得的成绩得到了局领导和镇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有序推进“三改一拆”工作

乡镇情况复杂，违法建筑多。为了严控违法建
设，有序推进“三改一拆”工作，王猛始终把“三改一
拆”作为工作任务中的重中之重，一切以完成工作目
标为中心，尽可能地团结相关力量，并积极统筹协
调。遇到重点、难点问题，他不躲不避、勇于担当，坚
持冲在最前头。在日常工作中，坚持与各村委会联
络，实现群策群力管控违建行为发生。对巡查、电话、
信访、投诉举报等发现的违法建筑，一经核实，坚持依
法进行查处，直至问题得到解决，全力打好“三改一
拆”行动整体战、攻坚战，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落实上
级的战略部署，年年圆满完成“三改一拆”任务目标。

也有“柔情”的一面

王猛的另一面是“柔情”，不管做什么事都能从老
百姓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有人私下里称他是“老大
哥”。他常说：“离开办公室，脱下制服，大家都是老百
姓。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多替他们着想，就是最大
的民生。”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在我市城管系统有很多
像王猛这样的转业、退伍军人，他们不忘初心，在城市
管理一线默默奉献着，并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八一建军节快到了，在此，向这些曾经的老兵、如
今的城管人致敬！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潘海峰 文/摄

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就是最大的民生
这位从部队转业的城管中队长是个“拼命三郎”

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到地方后又多次立功。“退伍不褪色，永远保持一颗奋发
向上的心，是城管系统的拼命三郎。”有人这样来形容海曙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洞
桥中队中队长王猛。

开门理城事

王猛（左）在检查垃圾处置企业的环境卫生保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