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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前，30多岁的朱女士（化名）被
查出子宫内膜癌，接受了肿瘤切除手
术。术后，她发现自己的右腿逐渐变
肿，过了1年，这条腿已经肿得比她的
腰还粗。受此影响，她完全穿不了裤
子，即使在冬天也只能穿裙子。不仅如
此，她走路也有了问题，大腿根部还常
常冒出湿疹、发生慢性溃疡，让她痛苦
不堪。

一条“大象腿”，让爱美的朱女士遭
受了身体、心理的双重打击。她四处求
医，虽然明确了自己所患的是淋巴水
肿，但得到的答复却总是“没办法”。就

在她想放弃时，她偶然听到了叶朝辉的
名字，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

今年5月，朱女士来到宁大一院找
到了叶朝辉。叶朝辉为她做了进一步的
检查、评估，认为她的淋巴水肿还有机会
通过手术解除。经医患之间深入沟通，
朱女士满怀期待地躺上了手术台。

术中，叶朝辉带领团队经过4个多
小时的奋战，为朱女士顺利完成了改良
Charles减容手术联合淋巴管静脉吻
合术。手术的效果显而易见，朱女士的
右腿很快就“瘦”了一圈，出院时，虽然
右腿还没能变得跟左腿一样细，但穿裤

子已经完全不在话下。
“6年了，我终于又能穿裤子了！”

激动不已的朱女士忍不住在社交平台
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不知道该如
何感谢叶医生……”

据叶朝辉介绍，淋巴水肿是常见的
肿瘤并发症之一，致残率高，严重时可
威胁生命。然而，很多患者甚至医生都
对淋巴水肿存在“不要紧、不能治”的认
识误区。他提醒淋巴水肿患者应积极
治疗，越早干预，治愈的希望越大，即使
到了后期，也还有希望诉诸手术等治疗
手段。

叶朝辉：为患者在针尖上跳“希望之舞”菁英 ②

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
东、新疆……近年来，天南地北
的患者源源不断地向宁波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创面修复外科奔
来，只为找该科室负责人叶朝辉
副主任医师帮他们化解病痛。

叶朝辉擅长糖尿病足、压
疮、骨髓炎、窦道等复杂慢性难
愈合创面的诊治，借助超显微技
术等先进手段，他带领团队为本
地和外地的大量患者带来了福
音。他在淋巴水肿的诊治方面，
经验尤其丰富而独到，许多心灰
意冷的患者，都在他的一双妙
手下“绝处逢生”。

记者了解到，叶朝辉来自一个医生
家庭，爷爷和父亲都是创伤领域的医
生。从小耳濡目染，叶朝辉对创伤的诊
治产生了浓厚兴趣，最终也走上了同样
的道路。

从医20多年，叶朝辉一直在不停
地探索和积累，他去过国内外的很多地
方“取经”，学习先进的理念、高超的技
术。事实上，他对技术从来不感到满
足，就以治疗淋巴水肿的淋巴管静脉吻
合术（LVA）为例，虽然这项手术他已经
非常拿手，但仍在不断地精益求精。

“淋巴管静脉吻合术被称为‘在针

尖上跳舞’的手术，需要大量的理论学
习和实操练习。所以，心一定要沉得下
来，技术才能提得上去。”这是叶朝辉的
切身体会，也是他对科室里年轻医生的
要求。

为了让年轻人尽快成长起来，叶朝
辉总是抓住各种机会向他们言传身教。
他表示，自己这样做也是希望年轻人能
早日独当一面，为更多的患者带来更好
的治疗——他觉得一个科室不能光靠少
数几个人，必须人人都“站出来”。

由于在高倍显微镜下做了太多手
术，如今叶朝辉感觉自己的眼睛和身体

都有些吃不消。“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要
在显微镜下做4台手术，加起来就是十
几个小时。做完手术后，常常会感到眼
睛酸痛，一看灯光就流泪。”

不过，在叶朝辉心里，他宁愿自己
流泪，也不愿让患者流泪，所以他仍孜
孜不倦地坚守在手术台上。“创面修复
外科的很多疾病，致残率都很高，我也
曾遇到过因受不了疾病折磨而产生轻
生念头的患者，他们实在太痛苦了，而
帮他们化解痛苦，正是我选择走医学这
条路的初衷。”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庞赟

时隔6年，她终于又能穿裤子了

宁愿自己流泪，也不愿让患者流泪

叶朝辉副主任医师在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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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孤寡老人接触的过程
中，叶香玲发现他们每天待在空
荡荡的房间里，独自与生老病死
对抗。在一成不变的日子里，他
们最渴望能有人来陪伴自己。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叶香玲
向村委会建议多开展活动，吸引
社会各界与老人一起共同参与，
给他们的生活增添新鲜活力。

叶香玲的建议得到了村委会
的支持。彼时，幸福村为了照顾
好老年人，还推行了“贴隔壁”照
顾孤寡老人的计划，组织了一些
社会机构和公益团队每月为老人
们上门服务。而叶香玲的想法则

丰富了助老内容，双方一拍即合。
2023年年初，叶香玲和村里

谋划搞一场“返老还童”的活动。
老人们都是有童心的，在平时和
他们谈天时，老人说得最多的就
是当年的趣事。而在活动现场，
老人们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眼
睛里都冒着光。

那天，村里有20多个老人参
加活动。他们系上了红领巾，聚
精会神地玩起了游戏。最后，当
老人们排成一排掷出手中的纸飞
机时，大家都笑得乐开了怀。很
多老人活动之后都表示：“这个活
动好，希望以后多参加。”

于是，“六一”儿童节，他们又
联系幼儿园，把老人接到幼儿园和
孩子一起联欢；到了中秋节，社区开
展了佳节庆团圆的活动，让老人和
孩子们一起制作月饼；重阳节开展
了“不管几岁，快乐万岁”活动……

从28岁到36岁，在助老的
路上已经走过了8年，她还要继
续走下去。继2021年考取老人
照护职业能力证书后，今年叶香
玲还专门去学习了急救知识，考
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她希望在
老人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予更专
业、更周到的帮助。

记者 张晓曦

冬至的早晨，气温只有零下三四摄氏
度。4时许，余姚市三七市镇幸福村的叶香
玲早早起床，顶着寒风去地里拔了白菜、芹
菜等，又到菜场买了肉，洗净剁好。和小伙
伴们忙活了5个小时，终于把上百盒饺子做
好送到了村里老人家中。

对于36岁的叶香玲而言，这只是她日常
照顾老人的一个缩影。从28岁起，她开始照
顾村里的孤寡老人，这些年来，她成了38个
老人的“共享孙女”。

叶香玲和老人结缘是在
2015年。

当时，她带着读幼儿园的大
儿子，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去敬老
院慰问活动。在这里，她看到了
一些孤寡老人的真实生活状态：
有的老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生
活不能自理，言语之间他们自己
都嫌弃自己。还有一个老爷爷坐
在室外晒着太阳、仰着头看着天，
眼里没有任何光泽，怎么搭讪他
都不愿意说一句话……从敬老院
回来后，叶香玲心里特别沉重，她
就想着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
围，为身边老人做点事情。

村里有个92岁的独居老人
叫翁雪珍，有点小中风，还有高血
压，经常腰腿疼。前些日子老人测
血压，收缩压高达 180，舒张压
100。叶香玲专门去请了卫生院
的医生上门检查，给老人配了药。
没过几天，老人便秘了，叶香玲又
买了香蕉给老人蒸来吃，还从家里
拿来人参果，而这也是老人第一次
吃人参果，老人开心地笑了。

在村里，74岁的叶维华和
73岁的董藕芬夫妻也是叶香玲
关照的重点。叶维华身有残疾，
站不起来，只能与轮椅为伴。而
董藕芬耳朵不太好，叶香玲就经

常去帮衬他们。2021年台风“烟
花”来袭，连续的强降雨威胁到了
幸福村，为了保障两位老人的安
全，叶香玲和村干部一起将他们
背到了村文化礼堂的三楼进行安
置，给他们准备好干粮让他们平
安度过汛期。

叶香玲的手机备忘录里，记
录着老人的讯息，每提到一个，她
都能准确地说出老人的性格和习
惯：91岁的邱爷爷会经常性失
眠，最多的时候一天曾吃过7片
安眠药；90岁的张金才爷爷身体
硬朗，性格开朗，但前不久患了带
状疱疹，也不能大意……

带儿子去了敬老院后，她决心照顾村里孤寡老人

破解老人“孤独”难题，欢声笑语重现

叶香玲（左）陪老人玩翻花绳。

从28岁开始
她成了村里老人的

“共享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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