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引进第一批人工晶体
深夜叩开上海眼科专家家门

“我从23岁开始做了第一例白内障
手术，到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四五万例手
术。”周谷平回忆，上世纪70年代，还没
有单独的眼科，和五官科并在一起，当时
采用的是中国古老的白内障针拨术。

很快，手术方法不断改进。1989年，
周谷平在参加全国眼科代表大会时获悉，
上海新华医院研发了国内第一批人工晶
体，患者术后不再需要佩戴高达一千多度
厚厚的远视眼镜。为了将这批晶体引进
到宁波，周谷平四处奔波，甚至一路打听，
深夜摸到了一位眼科专家的家中。

被周谷平的诚意所打动，这批人工
晶体最终得以顺利发往宁波，为当地的
白内障患者带来了福音。不过，由于当
时的手术切口大、愈后慢，并发症多，还

是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白内障手术

演变到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就是眼下应用
最广泛的超声乳化。“这项技术趋于完美，
手术时间不超过10分钟，切口仅2毫米，
患者第二天就能看清楚，真的很方便。”周
谷平说。

在科学发达和技术娴熟的条件下，周
谷平最多时一天能做30多台手术。直到
今天，他还能一天做10多台手术。科室
里的小年轻都在背后感叹：“周主任真是

‘宝刀不老’。”

老花眼突然变好并非好征兆

我们常说，眼睛就如一台照相机，而
晶状体视作相机的镜头，视网膜即胶
片。而白内障则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

“镜头”的混浊而让视网膜上成像变得模
糊，白内障手术则是把病人混浊的“镜

头”摘除，重置人工制作透明的“镜头”，
也就是人工晶体。

“白内障是致盲率最高的眼病。
100个盲人中，50个由白内障造成。”44
年来，周谷平以一位眼科工作者的身份
见证了白内障发病率的变化。

“80%的白内障患者发病都与年龄
相关，60岁以上的发病率为60%，70岁
以上为70%，80岁以上为80%，90岁以
上为100%。”他说，随着人均寿命的延
长，白内障患者也越来越多。

同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增加
了糖尿病的发病率。研究显示，20%的
糖尿病患者可能会得白内障。

如今，四五十岁的白内障患者人数
上升非常明显，这与他们长时间接触电
子产品有关。受辐射伤害，眼晶状体组
织就会逐渐失去原有的功能和代谢平
衡，造成晶状体混浊，引发白内障。

周谷平提到，他在门诊时常遇到这

样的老年患者：多年的老花眼突然变好
了，不戴老花镜看近物看得很清楚。“其
实，这是白内障发展到了膨胀期，晶体的
膨胀导致视力突变，看远模糊看近清。
这可不是一个好征兆，意味着白内障即
将迎来成熟期，极有可能失明。遇到这
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危险的是，
膨胀的白内障可能造成眼球房角的拥
挤，从而发生致盲率很高的青光眼。”

作为一位资深眼科专家，他也分享
了自己的护眼心得：“只要出门，阳光下
我一定戴墨镜；每天哪怕不吃饭也要吃
水果，喜欢偏酸味的，VC含量高。同
时，游泳、散步等锻炼也是必不可缺的。”
周谷平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每一天都
以饱满的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感投身工
作，用精湛的医术为更多的病人打开光
明之门。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黎燕 实习生 李灵珊 胡雨歌

周谷平：
资深眼科专家的光明新使命

每天清晨，浙江大学明州医院的眼科病房中，67岁的眼科主任周谷平早已到岗，
了解夜班值班情况，梳理患者情况，准备早查房巡视……一周工作7天，见证和经历了
白内障手术的发展历史，周谷平44年如一日坚持并传递着“光明使者”的使命。 周谷平周谷平（（右右））正在为患者做检查正在为患者做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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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呼
童小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不仅
面积小，每套房子的户型也小，最
大的是70多平方米。

由于附近有海曙中心小学，作
为学区房的这个小区，住户更替
快，出租户占了近一半，且居住的
很多是老年人，基础设施也不完
善，多年来一直没有物业，管理起
来有很大难度。

正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居民们
对小区改造的呼声强烈。

今年，海曙区计划整改40个

老旧小区，呼童小区就在其中，恰
逢宁波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六连
冠”的契机，小区提前做了一番整
改。

“既然要改，就得考虑居民的
意愿。”今年5月，街道、社区就有
了共识，小区的楼道组长、党员志
愿者等挨家挨户上门进行了排摸、
走访，又召开座谈会讨论，倾听居
民们的真实诉求。

安防系统安装、防水重做、外
立面破损修补、楼道粉刷等，成了
呼声最高的改造点。

“变化太大了，改得交关好”
海曙鼓楼街道呼童小区整改获居民点赞

昨天上午10点多，海曙区鼓楼街道中山社区呼童小区新建的健身阅读休
息区内，几名中年妇女一面看着党建宣传栏里的信息，一面互相聊着天。要是
在一个多月前，她们完全想不到，仅有3幢楼、140余户的小区能腾出这样一处
区域让她们休闲，“20多年了，我们邻居间说个话，都只能在楼道里说上几句，
这一次改造，是真的好啊！”不少居民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众多改造项目中，最受居
民称赞的，当属文中开头提到的
健身阅读休息区了。

刚进小区门，好几位中年阿
姨便把记者带往这一区域。

姜苏岷自小区交付以来便居
住在这儿，她说这是本次改造中
最大的惊喜。

“我们小区很小，要腾出这样
一块地方，真的不容易，现在有健
身器材、有宣传栏，还有供我们坐
下来聊天的地方，解决了城里邻
居‘老死不相往来’的尴尬，可以
说文化和休闲兼具，考虑了我们
居民的真正诉求。”姜苏岷赞不绝

口。
有相同感觉的，还有77岁的

居民陈根娣。她向记者笑言，之
前几个要好的邻居聊天，得到小
区外的银行去，而这块区域杂草
丛生，夏天蚊子、苍蝇也很多，猫
狗成群，居住体验很差，现在情况
完全变了。

据了解，自6月1日正式启动
整改以来，短短一个月，让居住在
这里20多年的居民大呼“变化太
大了，改得交关好”，呼童小区不
仅成了文明城市创建中的样板，
还收获了民心。

记者 朱琳

“原先小区没有大门，现在安
装了道闸，为了保证小区居民和
直系亲属的停车需求，社会车辆
不得进入。”中山社区便民服务中
心主任管斌斌介绍道。

不只是安装了道闸，这一次
还拓宽了小区道路，重新铺设沥
青路面，停车位增加到了28个。

“在车辆不增加的情况下，一般是
够用了。”管斌斌告诉记者，小区
规定，所有有产权证的业主，在房
子名下可以登记多辆车子，但同一
时间内每户只能停放一辆车，对于
有产权证的老人子女（直系亲属），
停车费以2元/天的优惠价收取；
如果是出租户，也同样只能停放一
辆车，每天的停车费为10元。

这样的规定，前期也征询了
居民的意见，获得了三分之二居
民的支持。

这次改造的另一大亮点，是
楼道门的加装。

昨天上午，在小区大门口，记
者见到了两名楼道组长正在登记
进出人员信息。

“以前没有楼道门，进出小区
的人员复杂，容易给居民带来安
全隐患，这次我们安装了智慧安防
系统，居民凭身份证、户口簿、房产
证登记，凡是有产权的居民，可以
通过人脸、门禁卡或钥匙进出，出
租户则不配钥匙，以方便管理。”
中山社区党委书记汪红英说。

“装了楼道门后，贴‘牛皮癣’
小广告、上门推销的人都被拦在
了外面；20多年没更换的绿化这
次也换了，房子的采光也好了很
多；还引进了物业公司，如果他们
服务做得好，物业费提高一点，我
们也愿意交。”居民陈阿姨笑道。

提前排摸居民对改造的诉求

安装道闸、楼道门，限制社会车辆驶入

新增健身阅读休息区获赞无数小区楼道口安装了智能门禁系统。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