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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出头，当上副院长；40岁，赢得全省“唯二”的
公费留美名额；6年后，带着美国移民局颁发的“杰出人
才签证”回国报效；49岁，以全省首位年薪制的医生被
聘为宁波市第六医院骨科主任；63岁，投身民营医院成
为浙江大学明州医院骨科中心主任；去年，他以项目主
要完成人的身份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他是徐荣明，甬城的骨科名匠。年近七旬的他至
今还奋斗在临床一线，越有难度的手术他越感兴趣。
不再让本地的患者前往上海等地求医，是他努力的目
标。而今，俨然已实现。

“刀尖上行走”创造诸多“第一”

“看一个病人交一个朋友，做一台手术铸造一个精

品。无论是怎样的患者，不管手术大小，我从来都是一
视同仁，毫不懈怠。”按说已经过了外科医生的黄金期，
但徐荣明丝毫没有疲态，对于工作的那股钻劲，让许多
年轻医生都自叹不如。

在指甲盖大小的椎体上做手术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前
不久，徐荣明刚刚挑战成功。3岁的小男孩因车祸造成外伤
性颈椎损伤伴椎管内血肿，压迫脊髓造成了不全瘫痪。

颈椎手术本来就是在“刀尖上行走”，经过3个半小
时的“鏖战”，徐荣明顺利完成受伤椎体次全切除、清除
血肿、减轻神经压迫、植入钛网钢板固定等操作。

解决棘手难题，再攀医学高峰，是徐荣明的日常。他曾
用18枚螺钉拉直了17岁少女的脊梁骨，整个过程靠的是
他的一双巧手，术中出血量不过几十毫升，基本可以忽略。

近年来，徐荣明还通过手术帮助不少弯腰驼背的
老人，重回年轻时的挺拔身姿。

从医几十年，他打造出多个“第一”，许多全市、全
省乃至全国的高精尖骨科手术都是由他开创先河，比
如：颈椎椎弓根固定技术，脊柱侧弯、后凸矫形技术，骨
盆髋臼复位固定技术等，至今仍被骨科界传为美谈。

几度梅开 再创骨科传奇

徐荣明所在的科室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多年来，
每周五上午全体医生和护士长都要提前到岗。在这半

小时里，业务知识、团队文化、人文关怀或是医患沟通
有关的内容他滔滔不绝。

他看起来“毫不费力”，其实是背后的“挑灯夜
读”。从年轻时起，徐荣明就很好学。1992年，全省通
过考试赢得公费留学美国的医生只有两人，徐荣明就
是其中之一。

赴美留学，是徐荣明一生的重大转折。他顶住压
力，很快就让美国同行见识了中国医生的实力。“那个
时候吃的苦，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正是这段经历让他
坚持学习英语，掌握国际最新的科研成果。就在上周
末，他受邀前往南京进行了一场英文学术交流。

发展浙江大学明州医院的骨科团队，又是徐荣明
职业生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短短5年，他已初步建立
起骨科中心的人才梯队，目前有专科医生40位，包括5
位主任医师。他坚持专业细分，目前已有脊柱、创伤、
关节、手足外科、小儿骨科等6个亚专科。

今年，这支团队的手术量已突破5000台，业务量
翻一番。常年开展骨科疑难杂症的综合治疗，特别是
颈椎、腰椎的特色治疗，不仅宁波周边地区，甚至大洋
彼岸的患者都慕名而来。“我的人生看起来顺风顺水，
但其实是一直在挑战自我，挑战疾病。70岁的年纪我
并不服老，希望可以继续为患者带去生活的希望。”徐
荣明自信满满。 记者 陆麒雯 通讯员 姚璐璐 单王程

徐荣明：脊梁骨疑难杂症的挑战者

“天下第一轿”“出嫁”了！12月29日，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馆内展示的
“万工花轿”运往筹建中的浙江非遗馆。

2018年12月，在浙江省非遗藏品捐赠仪式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波
朱金漆木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盖洪将代表作“万工花轿”捐赠浙江省非遗馆。

“万工花轿”享有“天下第一轿”的美誉，这背后蕴藏着非遗传人的一片匠心。

耗时三年打造一顶“万工花轿”。 受访者供图

“天下第一轿”“出嫁”浙江省非遗馆
不用一枚钉子，三年做一顶“万工花轿”

本报讯（记者 戴斌 通讯员 郑
俊之）昨天下午，记者从2021年宁
波市迎新年健身跑活动组委会获
悉，我市元旦传统体育活动——元
旦迎新跑将改为线上进行。

组委会对此发布的公告内容为：
基于当前疫情形势和寒潮，为

减少人员聚集，保障广大跑友的身
体健康与安全，原定于2021年1月1
日上午08：00在宁波市民广场举行
的2021年宁波市迎新年健身跑活动
改为线上跑，已缴纳的活动报名费
将于7个工作日内按原支付路径退

回，活动物资照常领取；线上跑步活
动完成后获得纪念奖牌。具体规则
详 见 微 信 公 众 号“ 城 市 漫 步
citypace”。

对于本次2021年宁波市迎新年
健身跑线下活动的调整，给您造成
不便，敬请谅解！感谢您一直以来
对宁波市迎新年健身跑活动的支持
与厚爱，感谢您对疫情防控工作的
理解和支持！

祝愿您和家人平安健康！
活动客服咨询电话：400-0022-

330。

迎新年健身跑活动改为线上进行

为什么叫“万工花轿”？陈盖洪
解释说，万工轿并不是某顶轿子的
特称，所谓“万工”，就是需要上万工
时打造的意思，形容轿子制作的繁
复和困难程度。当年，他带着10来
个工人，历时三年精心制作完成，光
制作成本就高达300万元。这顶“万
工轿”曾获第九届中国民间文艺“山
花奖”。

浙江省非遗藏品征集工作早
在 2017年 4月启动。2018年 12
月，在浙江省非遗藏品捐赠仪式
上，陈盖洪将“万工花轿”捐赠浙
江省非遗馆。

陈盖洪告诉记者，他专注朱
金漆木雕 40 多年，只做了三顶

“万工花轿”，第一顶就是2007年

制作的，这次捐赠给了浙江非遗
馆；第二顶是2011年制作的，被
位于哈尔滨的中国木雕博物馆收
藏；从2018年开始，他和团队又
开始制作第三顶“万工花轿”。

万工花轿做工繁杂，拆装更
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工作人员花
了五六个小时，将花轿的几百个
部件一一拆卸，装成7个大箱，由
专人负责运送。

这顶“万工花轿”“出嫁”浙江
省非遗馆，宁波市民今后还能看
得到吗？

他透露，第三顶“万工花轿”已
经基本完工，将放置在朱金漆木雕
艺术馆的花轿展厅，供游客参观。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郑拓

“三分雕刻，七分漆匠”，说的
就是朱金漆木雕，这门古老的手
艺已有上千年历史，代表作品就
是“万工花轿”。

陈盖洪出生在鄞州横溪镇，
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金漆
木雕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个月刚
获评2020全国能工巧匠。

说起来，这次“出嫁”的这顶是
陈盖洪2007年精心制作的第一顶

“万工花轿”，被他视作“传家宝”。这
顶“万工花轿”从里到外没有用一枚
钉子，全部是用古老的榫卯结构制
作而成，几百块可以拆卸的木雕花
板组合在一起，成就了这顶精美绝
伦的轿子。

“万工花轿”制作于民国初年。
因为需八个人抬，民间称之为“八
抬大轿”。花轿由轿阁和轿杆两部
分组成，门面装饰奢华无比。轿身

由几百片可拆卸的花板组成，不设
轿门，迎亲的时候由专门的拆轿师
傅负责拆卸，让新娘子出入。

花轿为木质雕花，朱漆铺底
饰以金箔贴花，远望金碧辉煌，美
得惊心动魄。中亭顶上站着一个
面目狰狞、手擎毛笔的“魁星点状
元”，象征文运昌盛之意；亭角是
群龙舞首，飞檐翘角则为凤凰展
翅；轿檐由刻着《三国演义》人物
故事的16块朱金花板组成，每块
花板下悬挂金银彩绣排穗，与朱
金花板相互辉映；轿身围以麒麟
送子、百子喜庆等彩绘玻璃。轿内
设有座椅，轿侧有窗，轿前有门，
门上刻有镂空雕“马上封侯”。

让人叹为观止的是，花轿采
用圆雕、浮雕、透雕三种工艺手
法，雕有318个人物、386只花鸟
虫兽，栩栩如生。

雕有318个人物、386只花鸟虫兽

这辈子做了三顶，第一顶制作成本3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