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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年 2021年12月10日 星期五

近日，宁波博视眼科医院李静医

生发的一条微信朋友圈，引起了大家的
关注。原来她102岁的父亲在该院俞
存院长的帮助下，成功进行了白内障手
术。

李老先生是一位曾经上过战场的
老兵，今年已是102岁高龄，精神矍铄、
思维清晰，能顺畅沟通交流，生活也可
以自理。李老先生子孙满堂，本可尽享
天伦之乐，但近半年以来，老人的左眼
视力开始下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加
上听力不佳，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除了
右眼于10年前进行过白内障手术，有
少许视力外，左眼仅存光感，几乎失
明。经检查发现老人左眼白内障非常
严重。

李老先生的子女们考虑到老人年
事已高，心肺功能衰退，担心有风险，一
直没有进行手术。可身为眼科医生的
李静清楚，白内障手术是眼科临床中最
常见的手术之一，普通的白内障手术
10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了。“俞存院长
是白内障方面的专家，帮助过许多白内
障患者重见光明，我非常相信院长的技
术，所以说服了兄弟姐妹，带父亲来
院。”李静说道。

俞存院长为李老先生检查后发现，
老人左眼白内障已达到过熟期，如果继
续拖延治疗，不仅可能完全失明，还有
引起青光眼、葡萄膜炎等眼病的风险。

为李老先生安排了详细的眼部检
查和身体检查后，俞存院长满怀信心地
表示，“可以做手术”。

由于手术准备非常充分，李老先生
也配合得非常好，不到10分钟，俞存院
长凭借着精湛的技术，成功为李老先生
实施了“左眼超声乳化摘除联合人工晶
体植入术”。

“现在白内障手术对于年龄的限制
越来越小了。”俞存院长介绍，现代白内
障手术技术非常成熟，微创高效，对身
体负担小，10分钟左右便可重获年轻
态的视觉。若白内障患者视力下降到
影响生活，便可考虑进行手术。即使是
高龄老人，甚至是百岁老人，在经过详
细的术前检查以及综合评估后，身体情
况稳定，也可以考虑通过手术复明。

“看得清楚了！吃饭夹菜也能看清
楚了！”李老先生摘掉纱布后，不仅能看
清报纸上的大字，还能看到楼下行人的
面孔。

“手术完，他说身体和眼睛没有不
舒服的感觉，我们就放心了。”李静说，
看到父亲术后精神头更足了，状态很
好，能够自己拄着拐杖在家中走走了，
她也非常开心、激动，心中的石头终于
落地了。

术后一周经复查，李老先生视力恢
复得非常不错，从术前仅存光感到术后
达0.3。

俞存院长提醒,白内障是我国首位
致盲性眼病，若患白内障后拖延治疗，
不仅影响生活质量，更严重的是可能并
发其他眼病，甚至失明。老人更不要受
传统观念束缚，若发现视力下降，应及
时到眼科医疗机构进行检查，积极配合
医生治疗。

记者 陈韬

高龄老人不宜做白内障手术？
他成功帮
102岁老兵复明

“先梳头，再揉眼睛、耳朵，接
着用手掌和手指贴着脸按摩，揉
搓脸颊一般50-60次，面色泛红
即可。”正在演示按摩操的老人名
叫张贤康，今年99岁高龄，家住
鄞州区中河街道。他每天早上6
点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做40分
钟健身按摩操，让身体慢慢苏醒，
迎接新的一天。

去年，张贤康老人的妻子因
病去世，终年98岁，留下他一个
人生活。张贤康老人年轻时务
农，身体比较硬朗，目前生活自
理，买菜、做饭、洗漱都能自己完
成。膝下的几个子女都很孝顺，
每天轮流前来帮他做做饭，陪他
聊聊天。

如今，老人每天除了出门散
步，剩下的时间就喜欢爱书。家
中最多的书籍便是养生保健书。
从柜子上的《慢性病其实不可怕》
《健康揭秘》，到书桌上的《求医不
如求己》，再到墙上挂着的《人体
经络穴位挂图》，无不透露着老人
对养生的重视。

前些年，老人还会出门到公
园里练俯卧撑，引来好几个小年
轻也学着一起锻炼。后来年龄越
来越大，老人想着怎么在家里就
能锻炼，于是他阅读了十几本关

于人体穴位的保健书籍，自编了
一套健身按摩操，已坚持按摩了
10年。如今，他耳聪目明，上下
楼梯也不感觉吃力。

“其实最好的保养不是各种药
物，而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老人
告诉我们，按摩贵在坚持，每天定
时，而且要有力度。他还将这套操
的要领以及按摩顺序写了下来，打
印好，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大
家在忙碌的同时，注意身体。

除了各类养生保健书籍，老
人还喜欢看历史、政治类书籍。

“我 16岁的时候父亲过世

了，我一边照顾弟弟妹妹们，一边
替父亲还债。后来，又经历了战
争年代，是共产党领导着我们奋
斗，生活越来越好。”说这话时，老
人眼里饱含泪水。

老人的儿女们知道父亲爱看
书，特地在他的房间的飘窗上装
修了一个小吧台，焊上护栏和扶
手，安上台阶，放置好桌子和椅
子，供父亲在明亮的光线下阅读。

活到老，学到老。温暖的阳
光下，张贤康老人又拿起一本书，
开始享受悠闲的阅读时光。

记者 徐丽文 文/摄

张贤康老人在看书。

“一只手捏住，另一只手把线
穿过去。对了！”12月3日，北仑
区小港街道竺山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联合社区文化加油站开展
了“花香四溢·包你满意”手工香
囊制作活动。10多名随迁老人
亲身体验到传统手工制作的乐
趣，笑得像花儿一样。

这次，竺山社区文化加油站
通过文化点单邀请了北仑区文化
加油站的张琦老师前来授课。活
动现场，大家的桌子上摆满了花
布、丝线、香料等各色制作材料。
随着张老师的细致讲解，老人们
认真地完成穿针引线、放置香料、
缝合香囊、系吊绳等制作步骤。
很快，一个个色彩鲜艳的柿子香

囊就在手中诞生。看着自己精美
的劳动成果，大家都非常有成就
感。

“柿子寓意事事如意、万事如
意和心想事成，我要把它挂在外
甥女的房间里。”林阿姨几年前随
在宁波工作的女儿搬到竺山社
区。当时，她一句宁波话也不会
说，现在不仅在社区里有好几个
朋友，还经常参加社区专门为随
迁老人开设的课程。“现在阿拉也
算半个宁波人了，宁波话也会讲
几句了。”林阿姨笑着说。

据了解，针对辖区内的随迁
老人，竺山社区以他们的需求为
导向，从个人适应、家庭关怀及社
会融合层面，积极营造“学习圈”、

打造“亲情圈”、拓宽“朋友圈”，通
过“学好话 交好友”宁波话60分
钟大课堂、“你点单 我服务”兴趣
爱好实践课、“我分享 我奉献”社
区志愿服务行动“三大子项目”，
帮助老人学习新技能、增加归属
感。

“这个服务项目已经成为随
迁老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的平
台。如今社区每次举办活动，都
能吸引大家积极参与。”竺山社区
党总支书记乐琳琳告诉记者，社
区将以随迁老人社区融合服务项
目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
让随迁老人在宁波“安享天伦”。

记者 吴丹娜
通讯员 朱超群 文/摄

99岁的他爱看养生保健书
还自编一套健身按摩操

做香囊，交朋友，学说宁波话

随迁老人在社区课堂找到乐趣

老人们展示亲手制作的柿子香囊老人们展示亲手制作的柿子香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