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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上海国企基层党建
创新成果集中展示

本报讯 记者 刘晶晶“大树计
划”服务青年、活力微党课吸引青年、
自制原创话剧、提拔80后党员干部
……昨天上午，一本《新征程 新实践
新探索——上海国企基层党建创新案
例》新书的发布，让人发现，原来国企
基层党建还能这么做！

重大工程一线离不开党建引领
“党建工作难点在基层，亮点也

在基层。”而从2700多个上海国资委
系统基层党建创新案例中精选出的
这100个案例，集中反映了上海国企
在基层党建工作中的探索与实践。
尤其在面对青年党员的凝聚方面，更
是各出“奇招”。

在很多重大工程一线，党建成为
不可或缺的一环。北横工地上，北横
通道联合指挥部联合党委推出的“市
民开放日”已经成为品牌项目。党员
成为市民的“导游”，带领居民参观工
地，考察新工艺，让市民惊叹“原来
工地还能这么先进”，也更能配合工
程的推进。上海地铁5号线南延伸
段涉及 8 个车站约 17 公里，5 号线
管理部第三党支部书记沈泓涛带领
党员制作模拟沙盘，1：72真实还原
了南延伸线路的正线道岔、信号及
折返线，通过沙盘培训让司机更直
观了解列车运行模式、信号分段和
风险点。

让党建和青年熟悉的业务工作相
结合是不少创意灵感来源。盾构机是
隧道掘进的核心装备，一经始发，便

“只进不退”。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党委
的“盾构法党建”，就是以员工们都熟
悉的这一标志来铸魂。而隧道人自制
的《大风有隧》原创话剧更是用初心和
使命讲述了“不退”的感人故事。

用党建引领青年人才培养
记者看到，在基层党建中，一直

很注重青年人才的培养，这样的案例
数不胜数。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纺织
（集团）有限公司经历了20多年产业
调整，整个集团出现青年干部人才严
重断层。怎么培养人才？集团把“80
后”党支部书记的选拔培养列为加强
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2016年
就提出，“80后”支部书记要达到50%
以上。针对“80后”存在“对着电脑干
活比较能干，对人脑不太能干”的情
况，集团党委连续两年组织“80后”支
部书记特别培训班，组织封闭体验式
集训，进工厂体验生活，进车间埋头
苦干，在实战中提升工作技能。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外高桥支行
党委的“大树计划”，推行课程学业积
分制。根据不同岗位进行“必修课”
和“选修课”，对应不同学分，从2013
年开课以来，已有近百人参加积分制
培训，促“小苗”长成“大树”。

据介绍，此前，上海国资国企还
组织开展了“万名书记进党校”培训
活动，展示20万名党员、1万4千多
个党组织的风采，传递上海国企的

“好声音”。

不忘走上医学之路的初心
美国医生特鲁多有句名言，有时

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周行涛说，每一个大夫都想做一个
好大夫，付出不懈的努力去帮助
人，对每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也毫
不犹豫施与援手，这是一个大夫的
本分。

在主题活动中，周行涛和大家分
享了这样一个小故事。他曾经诊治
一位患角膜营养不良的老人，他用激
光这把“无形的手术刀”，消融老人角
膜上的混浊，让老人从 0.05 恢复到
0.5以上，重见光明。那是复杂疾病，
手术后会复发，二十多年中周行涛为
她做了四次手术，“屡败屡战”，直到
她去世，为她守护了视觉光明。在老
人家中，那是种遗传病，家族有五个
人患有这个疾病。这些年来周行涛
都在尽力让他们复明，并创新性地用
近视激光手术患者的“弃透镜”为他
们这类眼睛补厚角膜，让他们的光明
视觉能够维持。

周行涛说，每一个大夫都想做一
名好大夫，都想付出不懈努力去帮助
人，都会对每一位素不相识的患者毫
不犹豫施与援手。他会坚守这颗初
心，秉承“医者父母心”，从内心尊重
和爱护每一位患者。周行涛表示，在
市卫生健康委的带领下，他一定会积
极参与志愿者服务队活动，无愧于做
一名好大夫的初心，为近视眼患者，
为眼科和视觉健康，去发出更多的光
和热。

治愈数万双眼睛，“要做好医生”
始终如一“我觉得没有一双眼睛不
美，是因为做医生的角度，无论看起
来多么糟糕的眼睛，有了光，便有了
一切”。

周行涛一天的议程常常是这样
的：门诊都是7点开诊，一开始便是
5-6小时不停歇的接诊，有时候都来
不及喝口水，吃口饭，刚结束门诊又
奔赴手术台。尤其在高峰时段，为了
尽量满足患者的时间需求，常常手术
已经是晚上10点了。

不过周行涛认为，自己是幸运
的：现在工作成果看得见、摸得到，立
竿见影，最主要的是在做一件光明的
事情。“如果跟着光走，就不会生活在
黑暗里。所以我最相信的一句话就
是：这世上有光，便有一切。”这是他
的人生信条，抚慰患者的同时也为他
们带来了希望。

而他的患者不仅仅是近视患者，
有一位圆锥角膜患者在网站上写道：

“周教授不仅医术一流，而且对待患
者极其负责，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
之所想！这是我就诊后最为感动的
地方。他是眼病患者的光明使者和
希望。”

20多年过去，周行涛从硕士读到

博士，又从博士变成教授，从医初心
不变。他对患者还是轻言细语，看见
他总是温文尔雅。在手术台上以“温
柔一刀”治愈数万双眼睛，就是他“要
做好医生”始终如一的最好证明。

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医生
有一组数据，周行涛个人手术量

超20000台，个人及团队手术量稳居
世界第一。个人最快纪录一小时完
成23眼，当之无愧成为世界上“飞”
得最快的医生。

在周行涛身上有着许多个“第
一”的光环：第一个开拓“优化表层切
削，LASEK”技术，第一例全飞秒激光
手术者，国内第一例高度近视眼内镜
（V4c）手术者，第一本关于飞秒激光
著作《飞秒激光、LASEK/Epi-LASIK及
ICL手术》作者，还被大家称为是“国
际防盲英雄”……

从临床需要出发，周行涛及团队
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激光手术
相关设备和器械，已拥有35项授权
的专利，其中发明专利2项。作为主
要完成人之一，周医生获得一次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两次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两次教育部科技部一等奖以及
其他上海市级等多项科研奖项，为我
国更规范、更安全地开展近视激光手
术做出了贡献。

即使周行涛和他的团队在一些
技术和研究上已经达到国际领先，但
他们仍然不会停下脚步。在他看来，
我国是近视眼大国，这就需要眼科医
生在此领域有更强的责任感。“最好
能做到引领发展。领先跟引领不同
——引领，一定是站在最前面的排头
兵，带动着某一种趋势的发展。”

他现在做的一切努力，就是为了

能为患者带来安全、可靠又微创的治
疗，让每个屈光不正的人，就是近视、
散光、远视的人，以及老花眼的人都
可以成为潜在的受益者。

为眼科和视觉健康继续努力
在市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周

行涛说，作为“上海好医生、上海好
护士”志愿服务队的一员，他将继
续坚守做一名好大夫的初心，为近
视眼患者，为眼科和视觉健康继续
努力。

数据显示，上海地区小学生近视
率已达45%、初中生为60-70%、高中
生则高达85%以上。根据现有数据
显示，预计至2020年，我国近视总人
数将达7亿人，约占总人口的49%。

“近20年来，近视眼手术治疗量
日渐增加，近视防控‘防大于控’十分
迫切。”周行涛介绍，自2003年医院
视光学组已经开始建立国内最早的
儿童与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和动态
数据库，目前已有覆盖华东地区几十
万人的动态数据库。这个“眼健康档
案”记录有孩子每次检查度数、眼轴
长度等，并对近视进行预判，以及时
采取科学手段干预。

近视防控，必须贯穿儿童青少年
的整个发育期，实现长期有效管理。
这种管理需要医院、学校和家庭共同
参与协作。据悉，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与上海闵行区政府合
作，与该区教育、卫生系统携手，探
索打造近视防控新模式：培养孩子
有意识地成为自身眼健康的第一责
任人，开展眼健康科普宣教的同时，
督促卫生保健教师对学生视力、屈
光度进行及时检测与跟踪，同时培
训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近视早预防、
早发现、早干预。

中国好医生周行涛分享从医初心

医者父母心 世上没有一双眼不美

周行涛医生正在为小朋友检查视力。 受访者供图

“我觉得没有一双眼睛不美，是因为做医生的角度，无论看起来多么糟糕的眼睛，有了光，便
有了一切”。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在近日举办的第二个“中国
医师节”主题活动中，“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代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副院长周行涛分享
了他守医者初心、担健康使命的感人故事。

周行涛说，虽然素不相识，但作为医生，我爱护和帮助他们，尽了本分。我愿保持初心，秉承
“医者父母心”，从内心尊重和守护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不分贵贱亲疏，不论他来自遥远贫苦的农
村，还是来自富贵腾达的都市。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