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 年，吕海东获得了去北
京协和医院进修的机会。

进修期间，协和医院的神经病
理实验室引起了吕海东的极大兴
趣。他敏锐地发现，神经病理实验
对许多疑难病例的诊断具有重要
价值，是神经临床工作的基础。
想要使我市的神经病学水平迈上一
个新台阶，就必须有神经病理实验
的支持。

一年进修结束后，他再次向协
和医院提出到神经病理实验室进修
的申请。

随后，吕海东起早贪黑地学习
神经病理实验技术。从组织标本取
材、固定、切片、染色，到阅片诊
断，他仅用了3个月时间，便掌握
了通常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学会的神
经病理实验全套技术方法。

1996 年，吕海东开始着手筹
建神经病理实验室。河南省还没有

一家医院建立神经病理实验室，
所用的各种器材在省内均无处可
买。

一切都要白手起家。吕海东3
次进京，从器材到试剂，一样一样
地买。购置实验用染缸，在城里门
市部交了钱，要到北京远郊的仓库
取货。吕海东借来了一辆自行车，
手持北京地图，跑了整整一天才买
回所需物品。购买试剂，需要公安
机关的证明，吕海东拿着焦作公安
机关开的证明还不能直接买到，需
要到北京公安机关换了证明才能购
买。然而，买来试剂却不让带上火
车，那时又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吕
海东只好换搭几辆拉货的汽车才把
试剂带了回来。

“尽管搞病理实验既辛苦又没
有经济效益，但对诊断和治疗意义
重大，再困难也要把神经病理实验
室建立起来。”吕海东说。

建起全省第一个神经病理实验室

1988 年，吕海东大学毕业后
被分配到焦作市人民医院。“学校
教给你的是最基础的医学理论知
识，在临床上你要学会综合应用
这些知识，用整体的、联系的观
点分析判断患者的病情。”吕海东
至今还记得刚进医院时老师对他说
的话。

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因频繁出现

心慌、出汗被收治在心内科病房。
可经过多次心电图检查后，吕海
东并没有发现问题。吕海东没有
采取简单的治疗办法，而是细致
地观察患者发病时的症状，深入
询问患者在症状发作时还有什么感
觉。患者说，他心慌时闻到羽毛
烧焦的气味，而且想说话却说不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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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他在全省最先建立临床神经病理实验室，率先步入对神
经肌肉疾病的深度探秘之路。

他在全省最先报道了多种神经系统疑难病例，由此换来
的是对此类疾病的准确诊断与有效治疗。

他在全省最先开设神经肌肉病门诊，在全市最先开设头
痛门诊，填补了省、市临床医疗的空白。

他就是全省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学术带头人，焦作市医学
会神经内科学会主任委员、焦作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区主
任吕海东。近日，本报记者走近吕海东，寻访他在神经内科
领域所走过的路。

吕海东很忙。每天找他看病的
患者络绎不绝，他的病区里住满了
病人，走廊里经常加床，不少患者
来自外地市。采访他的那天下午，
不断有患者找他看病，他还要不时
接听患者及家属打来的电话。

“每天都是这样，没有八小时
工作制的概念，什么时候看完病人
什么时候下班。”吕海东说，“父母
看我每天很辛苦，心疼地说有点后
悔让我学医。可我不后悔，每当我
能为患者解除病痛，看到他们康复
出院，心里总能充满欣慰与快乐。”

吕海东出生在一个教师家庭。

幼年的他，目睹奶奶得了胃肠病后
东奔西走艰难看病的情景，便立志
学医。尽管父母希望孩子能当一名
大学老师，像他们一样教书育人，
但还是尊重了他的选择，

1983年，吕海东如愿迈进了河
南医学院（现郑州大学医学院）的校
门。“大学里，我不是天赋最高的
人，但我是努力追求完美的人，不
管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学医的初
衷原本是为了自家人看病方便，可
5 年的大学教育和医学生的誓言，
让我树立了为天下人看病的信念。”
吕海东说。

“学医改变了我的人生”

病房里从没有烧过什么东西，
哪里会有羽毛烧焦的气味？吕海东
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患者是否
在神经系统方面出了问题。检查报
告表明，患者颅内有肿瘤，且正是
脑瘤压迫左侧颞部嗅觉神经和语言

中枢，才导致患者出现闻到羽毛烧
焦气味并伴有失语的症状。

在为期3年的科室轮转中，吕
海东白天黑夜都守在医院，由此迅
速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为以后的
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高血压性脑出血是一种起病
快、死亡率和伤残率都很高的神经
科急症。在上世纪 90 年代前，医
生对这类患者大都进行开颅手术治
疗。那么，是不是所有脑出血患者
都需要接受开颅手术呢？身为神经
内科医生的吕海东开始关注并寻找
新的治疗途径。

随着 CT 在临床上的普遍应
用，他积极开展CT定位颅脑穿刺
抽取血肿来治疗脑出血。但是，这
项技术毕竟应用不久，到底出血量
多少适于穿刺，尚是一个不明确的
问题。自 1991 年起，以吕海东为

首的科研小组开展了“CT定位钻
颅血肿抽吸治疗高血压性脑出血”
的临床研究。经过３年的分组对比
分析，跟踪观察疗效，终于总结出
了适合进行钻颅血肿穿刺治疗的最
佳入选标准、穿刺治疗的最佳时间
以及穿刺并发症处理方案。

这 项 研 究 成 果 应 用 在 临 床
上，使得部分脑出血病人既免除了
开颅手术的巨大创伤，又能尽早将
血肿清除，取得了创伤小、见效
快、致残率低的效果。该成果获得
1995 年焦作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

挺进医学新高地

1997年2月，河南省首家神经
病理实验室在焦作市人民医院建
成。此项工作填补了我省神经肌肉
病理实验室诊断的一项空白。

实验室建成初期，没有配备专
职人员，全部工作由吕海东一人承
担。由于没有脱离临床工作，他依
然要查房、管病床、值夜班，而为病
人做活检、制作病理切片和签发病
理诊断报告等实验室工作，只能放
在下班以后或星期天去完成。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几年
的努力，他在全省首次报道了线粒
体脑肌病、慢性格林—巴利综合
征、脂质沉积性肌病、包涵体肌
炎、杆状体肌病等 10 余种疑难神
经肌肉病例。随之而来的是，临床
治疗的盲目性大大降低，针对性与
疗效显著提高，一例例疑难病例患
者由此摆脱了病魔。

实验室工作启动不久的一天，
一个 13 岁的男孩被人用担架抬进
医院。患儿四肢瘫痪，呼吸无力，
不能吞咽，一个鼻孔插着吸氧管，
一个鼻孔插着胃管，生命垂危。

科室组织了大会诊，吕海东在

会诊讨论中提出了脂质沉积性肌病
的诊断意见。可这是一种临床上罕
见的疾病，大家都没有见过。是不
是这种病，只有通过肌肉活检才能
确诊。

面对如此危重的病人，进行有
创伤的检查要冒很大风险。但为了
挽救患儿，吕海东坚持选择进行肌
肉活检。他亲自从患儿身上取下肌
肉标本，全科室的人都为他捏一把
汗。经过 3 天紧张的病理检查，结
果终于出来了——吕海东的诊断是
正确的。经过 20 多天积极有效的
抢救治疗，患者转危为安，竟然可以
下床活动了。一个月后，当患儿痊
愈出院那天，其母亲泪流满面，找人
敲锣打鼓感谢吕海东的救命之恩。

“医学发展没有顶峰，为给更
多的患者解
除病痛，医
生就要不懈
努力、精益
求精，我要
走的路还很
长。”吕海
东说。

准确诊断的力量

吕海东（左一）正带领科室的年轻医生研究病情。
本报记者 王水涛 摄

期待您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
与评价，请把想说的话、想表达的
观点发给我们，本报将择优刊发读
者来论，共同碰撞思想的火花。来
稿信箱：jzrbsp@163.com。

写在神经内科病房的人生答卷
——记焦作市第九批市管专家之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吕海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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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名老外阻止小轿车违规上自行车
道的照片近日在微博上很火。据@央视新闻
等多家媒体援引网友发布的图片称，当时这
名老外直接把自行车横在了违章的小轿车
前，非常执着。对此，网友疯狂点赞。公安
部治安管理局官微@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则
发问，面对不文明现象，你会像他这样勇敢
地站出来吗？

（据《南方都市报》）
面对违章车辆时的勇气，确实是这名老

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在我看来，
和勇气相比，在这位拦车老外身上更加值得
我们学习的是维权意识和规则意识。反过来
说，多数人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缺乏的
也许不是站出来拦车的勇气，而是根本没有
意识到小轿车开到自行车道的行为，已经侵
犯了骑自行车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大家都有
维权意识和规则意识，那么，我们在制止此
类行为时才会更有底气。

其实，不管是机动车开到了非机动车道
上，还是机动车占用了行人道路，都是对非
机动车和行人合法权利的一种侵犯与剥夺，
也是机动车驾驶人缺乏基本社会规则意识的

表现。但长期以来，我们身边的这种现象太
多，以至于让我们习以为常，甚至视其为一
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此外，我们自身的维权
意识和规则意识较欠缺，不知道应该站出来
积极维权，到头来，是我们的忍让使这种现
象愈演愈烈，也使公众的维权力量越发孱弱。

但这名老外认为，自己在自行车道骑车
时受到了侵害，就勇敢地站出来维权。当他
觉得对方的行为违反了基本的社会规则，就
积极站出来纠正，这样的维权意识和规则意
识，才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从效果上
看，除了那名驾驶机动车闯到非机动车道的
驾驶员外，凡是看到该新闻的人或多或少都
能吸取一些教训，自我反思，增强规则意
识，如此一来，社会规则才能得到彰显，社
会秩序才能得到维护。

该事件的“边际效应”在于，我们是否
能够学习这名老外的维权意识和规则意识，
向发生在自己身边破坏交通秩序、社会文明
的行为说不。如果只是老外“一个人在战
斗”，那么，不管我们为他的行为点多少次
赞，类似的社会事件还将继续上演。

最该学习拦车老外的维权意识
□苑广阔

青春就是魅力，健康就是美丽。明
白了这些，“纸片人”的悲剧也许会少
些。矫正“纸片人”畸形的审美观，学
校、媒体乃至整个社会，都责无旁贷。

年仅 15 岁的中学生小君 （化名）
因为嫌自己胖，刻意节食减肥，从不吃
主食开始，渐渐演变为每天仅以水果果
腹。短短几个月内，她的体重急剧下
降，身高近1.6米，体重却仅剩下35公
斤。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像小君这样罹
患厌食症的人数比往年有所增加，年龄
也有低龄化的趋势，超过80%的患者为
15岁到19岁的未成年或年轻女性，今
年厦门收治过最小的厌食症患者年仅
10岁。 （据《海峡导报》）

15 岁，正值花季。这个年龄的女
孩子，有着光洁的额头、乌黑的头发与
花瓣一般的肌肤。无论她们的五官如

何，无论她们的身材怎样，洋溢在周身
上下的青春气息，足以让她们显得光彩
照人。而这，不是美丽又是什么？

但可惜的是，许多女孩对自己的美
丽视而不见，反而去追求另一种畸形的

“美”——瘦，甚至是变态的瘦。
就说小君吧，1.6米的身高，配上

95 斤左右的体重，已经算是比较清瘦
了，可她竟然还嫌自己太胖，一味减
肥，最终减成了“纸片人”。这样的

“纸片人”，别说上学，就连起床都显得
有气无力，还出现了停经现象。

为了追求美，最终连自己的健康都
丢掉了，小君的经历，怎么说都是一个
悲剧。而造成这一悲剧的“始作俑
者”，却并非小君本人。

看看我们这个社会吧，无论广告里
的模特，还是公众评选出的各种“某某
小姐”，或者娱乐圈里的明星，有几个
不是瘦得惊人？至于媒体，也常在有意

无意之中宣称“胖即是丑”的审美观。
耳濡目染之下，小君这样的少女自然就
将“瘦即是美”当成了至理名言，甚至
为了瘦身而采取极端行动。最终，她们
为了所谓的“美”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毫不夸张地说，畸形的审美观正是
导致小君成为“纸片人”的罪魁祸首。
要想拯救小君这样的“纸片人”，当务
之急就是让她们树立正确的审美观。而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学校发挥潜移默
化的作用。

对小君这样的少女来说，平时最在
意的，就是同学的眼光与看法。而小君
就曾对母亲透露：“班上的女生都在减
肥，如果太胖会被人笑的。”也就是
说，“以瘦为美”已成为广大学生的主
流观念。要改变这一观念，就需要学校
加强教育。一方面，学校可以开设美育
课，让学生通过学习，逐渐明白什么才
是真正的美丽；另一方面，学校要大力

开展体育活动，让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展
示青春的活力与朝气。与此同时，学校
还可以评选“健美明星”，让学生从同
龄明星的身上感受到真正的美，从而拥
有健康的审美观。

此外，媒体也应当自觉担当起保护
未成年人的重任，不要渲染所谓的“瘦
就是美”，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负面影
响。

青春就是魅力，健康就是美丽。明
白了这些，“纸片人”的悲剧也许会少
些。

“纸片人”折射畸形审美观
□孙曙峦

【今日话题】
日前，一份来自河南商丘学院的布

告在网上流传。布告显示，该校电子信
息工程学院男生小郭，于10月27日中
午在公寓楼下强行对异性同学公开表
白，严重扰乱校园正常秩序。根据相关
规定，给予小郭开除学籍处分。小郭随
后随父母回到长葛老家，原本的生活轨
迹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想上学完成学
业，可现在这情况，估计没有学校会要
我。这些天，我都在大伯家的饭店帮
忙，学做饭。对于将来，我很迷茫。”
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千木isme：既然做了，就要为

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校有校规，这是
一个法制社会，而不是逞英雄的社会。

@阳光佳哥：作为已经成年的学
生，已经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必须
自己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这是天赋人
权，也是天赋责任。小郭同学该自己承
担的就承担起来吧，不要怨天尤人，勇
敢地面对新生活吧！

@孙友祥815：我认为每个学子
都应以学习为主，不能辜负父母的希
望，认清自己的责任，不要给自己、家
长、学校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往事随风wg：小郭同学能这样
大胆表白，也是要勇气的。但显然他的
心思可能不在学习上，而是在其他方
面。其行为对其他同学来说没有正面效
果，学校将其开除，也在情理之中。

@湖南女子学院张闻骥建筑工程
师：表达爱意原本是很含蓄的事，如此
高调示爱确实不妥：一是有违校规，二
是给女孩心理上造成伤害。学校不严惩
一个，怕是以后难以管理其他人。但本
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
予其休学一年的处分更妥当一些。

@小沫在豫：大多数大学生都是
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人，表白本没有
错，但一定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还要选
择正确的时间和地点。现在的大学生往
往是情商跟不上智商，这方面还需要社
会和家庭配合学校进行正确引导。

@菏泽新志：校有校规，作为学

生就该谨言慎行。求爱没错，错在选错
了时间和地点。退一步讲，学生应该把
精力放在学业上，心有杂念只会荒废学
业。作为校方，对此行为进行处理是正
确的，只是根据此学生的行为性质，是
不是留校察看更好一些呢？

@吝时工：开除学籍的处分显然
有点重了，应该给人留有悔改的余地，
否则，可能会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途。

@爱苇之人：学校对犯错的同学
加以心理疏导，比简单地开除学籍更有
意义。

@苏懿谅谅谅：作为该校学生，
我要为学校正名。学校只是禁止学生的
不文明行为——两人在公众场合过于亲
昵。现在媒体抢新闻，抢不到独家就做
快家，但快不仅要显示在速度上，还在
于抢新闻的同时是否重视了新闻的真实
性。公众媒体如此公开学生信息，是否
考虑过该学生的未来发展呢？

@万花丛中一点骚：为什么不追
查事情的真相，辱骂老师才是开除的真
正原因。

@惟妙惟肖X9：首先，学生公开
表白并没错，但如果扰乱了学校的正常
秩序就该反省一下了。其次，虽然小郭
有错，但学校的处罚过重，应该再给他
一次机会。第三，为了学生的将来，请
媒体尊重学生的隐私，不要过度深挖甚
至进行失实的报道。

【下期话题】

道路停车费装进了
谁的口袋

随着汽车的增加，收取停车费成为
一块“大蛋糕”。由于无法可依，企
业、个人都来染指，很多城市基本上都
是“画地圈钱”，导致很多正规的收费
停车场反而成了“空巢”。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车主缴纳的停车费与政府财政
所得之间存在巨大差额，至少有一半最
终没有进入政府口袋。对此，你怎么
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栏目主持 本报记者 聂 楠

爱的代价

蛇”吞“象” 王成喜 作

开栏
的话

在经济
转型示范市
和美丽焦作
建设的进程
中，市委、
市政府近期
命名表彰了
焦作市第九
批 市 管 专
家。市管专
家是我市各
行业中的专
业带头人和
优秀代表。
为宣传他们
在 转 型 示
范、科研攻
关、创新奉
献等方面的
生动事迹和
感人精神，
营造尊重劳
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
才、尊重创
造的工作氛
围，本报自
今日起开设

《市管专家
风采录》栏
目，陆续推
出一批这样
的典型，敬
请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