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姚闹市中
有个“最后”的书报亭

每天来买报刊的顾客还不少

守一份情怀 留一个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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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腱断裂是常见运动损伤，很多患
者确诊时往往已受伤超过4周，发展为陈
旧性跟腱断裂。虽然能勉强行走，但无
法做上下楼、跑跳等需要踮脚的动作。

只要将跟腱断裂的两端缝合起来
就可以了吗？毛海蛟介绍，跟腱断裂后
会从断裂处往两边萎缩，中间缺损甚至
可以达到10多厘米。将断裂的两端直
接缝合并不现实，而是需要从体内另取
一根肌腱作为桥梁来修复。

毛海蛟在美国求学期间的老师
Keith.Wapner教授曾是美国足踝外科
主席，也是跟腱缺损修复手术的发明
人。毛海蛟学成归国后，将这一技术带

到了宁波。
22岁的小刘确诊时跟腱断裂已有

两个多月，只能艰难走路，无法上下楼
梯，更无法跑跳，经检查，其右脚跟腱缺
损达10厘米。

毛海蛟为小刘做了自体肌腱移植
手术。手术大致分为4步：第一步，从大
脚趾处取一根肌腱；第二步，缝合代偿
肌腱，不影响大脚趾活动；第三步，在脚
后跟打一个隧道，将取下的肌腱从中绕
过去；第四步，将取下的肌腱和断裂的
肌腱进行缝合。手术难度极大，以最简
单的第一步为例，肌腱周围被大量血管
和神经包绕，一旦损伤，会导致出血、神

经功能受损。
小刘暑假做了手术，寒假来复查时

开心地说：“我本以为要成为一个‘废
人’了，没想到，手术后都恢复正常了，
能跑能跳。”

2014年至今，毛海蛟一方面不断
改进、创新术式，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应
用范围。目前，跟腱病患者也可以从该
术式中受益。65岁的冯大伯右脚跟腱
劳损严重导致大面积跟腱变性，保守治
疗无效。毛海蛟将其跟腱明显病变增大
处“削”去再进行缝合修补。近日，来复
查的冯大伯乐呵呵地说：“都好了，我又
能下地干活了。”

毛海蛟：“移花接木”让断裂受损的跟腱恢复新生菁英 ④

电影《特洛伊》里，无坚不摧
的英雄阿基里斯被刺伤脚踵而
颓然倒下；金庸武侠剧里，多位
大侠因被挑断脚筋而武功尽废
……连接小腿三头肌和跟骨的
跟腱是人体最大的肌腱，对机体
行走、站立、运动、维持平衡有
着重要意义。

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
院长、足踝外科专家毛海蛟，从
学生时代起就把跟腱损伤修复
治疗作为研究方向，10 多年来
通过“移花接木”等方法，让无
数患者断裂缺损的跟腱恢复新
生。毛海蛟也是宁波市医学重点
学科——骨外科学科带头人。

采访时，毛海蛟接到电话，对方说
一个乡亲消化道出血，请帮忙约个医
生。来电话的是宁海的葛大姐，毛海蛟
众多老患者中的一个。

几年前，40多岁的葛大姐一瘸一
拐来到毛海蛟的诊室。她右脚在多年前
的车祸中损毁严重，形成创伤性马蹄内
翻足。右脚脚尖和外侧足背长期着地拖
行，导致脚上有一个巨大的溃疡且难以
愈合，多家医院的医生建议她截掉右
脚。

“我理解她的心情，车祸后这么艰

难地保住右脚，因为溃疡要截肢实在很
难接受。”毛海蛟通过换药，一点点让伤
口愈合。几年后，又通过关节融合术让
其右脚得以放平，能像正常人一样脚掌
着地走路，实现了她多年的夙愿。

此后，葛大姐的亲戚、同乡生病，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毛海蛟。同事打
趣说毛海蛟背负着葛大姐全村“看病
的希望”。毛海蛟感慨：“患者的信任对
医生来说是宝贵财富。正是基于这份信
任，我才敢放手去做多关节融合手术。”

长期以来，毛海蛟主攻足踝外科，

把跟腱损伤修复治疗作为主要的研究
方向。目前，已主持省市级各类课题15
项，获省市厅级科技成果奖5项。他主
持的仿生跟腱项目获评2023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正进行人工肌腱
开发的基础研究。

作为宁波市重点学科带头人，毛海
蛟始终把学科专业能力建设放在首位，
致力于促进骨科亚专业的分科和建设。
他认为，这样医生可以术业有专攻，也
更能让患者受益。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庞赟

用大脚趾处的筋来补脚后跟的缺

“择一事，‘钟’一生”的坚守2

邬先生常买报纸的地方，在阳明
古镇“普文明书局”的窗口。窗口长约
两米多，上面写着报刊亭的字样，里面
放着《知音》《读者》《宁波晚报》等数十
种报刊。

书店的门匾上挂着由著名作家
冯骥才书写的“普文明书局”5个大
字。书局内，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
的书，十分雅致，店里还提供咖啡等。
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面向江边的那

个报刊亭。
“就像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大

街上有很多报刊亭。每天，往来的人们
都会来买各种各样的报纸与时尚类杂
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报刊亭已经成
为美好的记忆。没想到，如今在这儿又
找回了‘逝去的青春’。”前来旅游的冯
女士告诉记者说。

采访当天，记者看到不少人路过
这个书报亭时，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在这儿又找回了‘逝去的青春’”

甘赐杰在整理当天的报刊。

每天早上起床，到江边遛个弯儿，然后再顺路买一份《宁波晚

报》与《参考消息》，对于家住余姚阳明街道的市民邬先生来讲，

这已经是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了。

退休5年的邬先生说，移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都是从手机

上获取信息，但是他还是喜欢看报纸，“那种感觉不一样”。

“普文明书局”的老板叫甘赐杰，
是土生土长的余姚人。他说，“普文明”
也是一个老字号，创建于1909年，几经
辗转，薪火相传。

2020年，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
街区为书店选新址。同期，由甘赐杰任
公司法人的宁波江南恒美文化发展公
司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普文明”商
标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通过“普
文明”多品类商标；2020年4月，阳明古

镇复建，甘赐杰开始筹备并成立“普文明
书局”阳明古镇店，一直经营到现在。目
前，书局已是阳明古镇的文化地标之一。

甘赐杰说，对于70后、80后来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与2000年前后大
街上随处可见的报刊亭，是不可磨灭
的印记。后来由于大环境的影响，报刊
亭渐渐地退出了公众的视线，这里几
乎成为当地“最后”的报刊亭。他觉得，
有些事要坚守，为的是一份情怀。

书局已是阳明古镇的文化地标之一

据甘赐杰介绍，报刊亭里的报刊
都是从邮局订的。平时前来买报刊的
人挺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报刊亭的
生意与书店一样，没有那么好，但也没
那么差。

眼下卖得最好的是《宁波晚报》
《南方周末》《读者》《参考消息》等，有
几个读者固定会到这儿取。“《宁波晚

报》是本地的报纸，刊登的都是老百姓
喜闻乐见的事，所以每天都是“销冠”！

“说白了，就是守着一份情怀，同
时也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留一个念
想。开书店与卖报刊都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有些东西并不是金钱所能衡量
的。”甘赐杰说。
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吴大庆 文/摄

《宁波晚报》是每天的“销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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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海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