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不育的“魔咒”
——记焦作市第九批市管专家、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吕玉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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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实习生 侯彦霞

在生命的长河里，人与人之间会有各种给予或被给予。我市第九批市管专
家、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吕玉珍，给予不孕症姐妹们的是做母亲的权
力，许许多多不育家庭被给予的是孩子降临所带来的欢乐与幸福。

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走近省生殖医学专业委员
会委员、市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吕玉珍，看她如何帮助成百上千个不孕
女性圆了“母亲梦”，看她如何以不懈的追求、精湛的技术和博大的爱心去缔造
一个个看似无缘问世的生命。

2003 年秋末的一天，市妇幼保健
院的产房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而这
个男婴的一声啼哭，换来的是一个婚后
6年没有生育的家庭欢笑的泪水，同时
也为更多不育家庭带来了福音——这是
我市首例人工授精妊娠成功并顺利分娩
的健康婴儿，在我市辅助生殖医学技术
领域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生育这个男婴的母亲是一位 32 岁
的女性。她与丈夫结婚6年未孕，多年
来奔走于国内多家医院，其中的艰辛曲
折难以言表。就在她与丈夫几乎失去信
心的时候，他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
了吕玉珍。

经检查，该女性属于临床上的不明
原因不孕症。吕玉珍决定为她进行人工
授精助孕。经过助孕前的精心准备，在
排卵的关键时候进行了人工授精助孕治
疗。14 天后，尿妊娠试验和血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检查，确定她已怀孕。3周
后B超检查，胎心波动呈现出来。10月
怀胎后，我市第一个经人工授精助孕怀
胎的孩子来到世上。

一根秧上果熟蒂落，预示着一个丰
收季节的到来。很快，一位来自沁阳农
村的不孕症女性在这里生下了双胞胎。
这位女性婚后4年不孕，夫妻二人乃至

双方家庭之间都出现了严重裂隙，一个
小家庭走到了即将解体的边缘。吕玉珍
为患者进行了细致检查，发现该女性为
多囊性卵巢综合征，患者月经不规律，
排卵不正常，再加上男方精子活力偏
低，所以难以受孕。

吕玉珍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治疗方
案，对女方采取促排卵治疗，对男方精
液进行优化处理，在B超指示卵泡成熟
之际，进行人工授精助孕。最终，这对
夫妇一下子得到了两个健康的男婴宝
宝。

据悉，这两例人工助孕，都是一次授
精成功的。而成功的背后，是吕玉珍扎
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以及勇
于探索创新的精神所给予的坚强支持。

吕玉珍 1989 年自河南医科大学医
疗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妇产科临床工
作。在长期的临床工作中，她目睹了众
多不孕不育女性所承受的巨大心理负担
与精神痛楚。“我是妇产科医生，有责
任用辅助生殖医疗技术为她们圆了‘母
亲梦’。”吕玉珍暗下决心。2002 年，
市妇幼保健院成立生殖医学中心，她毅
然请战，要求到这个新科室工作，并于
当年前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进修辅助生
殖医疗技术。

敢向生育荒漠播绿洲

“天赐石麟，硕果累累”。在市妇
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门诊的墙面
上，有一幅绿意盎然的大树画面。大
树上挂满了红色小苹果，大树的旁边
有这么八个字。吕玉珍说，这是一对
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喜得贵子的夫妇写
上的。

这棵大树名叫“希望树”，那一
个个小苹果代表着一个个家庭在孩子
降临后所收获的希望。10 余年来，
吕玉珍和她的同事们用满腔心血精心
培育着这棵“希望树”，为的是让这
棵长在人们心里的树常青不老、枝繁
叶茂。

由于文章篇幅所限，吕玉珍所取
得的技术成果未能一一列举，但记者
清楚，在我市乃至全省地市级医疗单

位辅助生殖医学领域，吕玉珍创造的
“第一”多达十几项。

每一项业务创新，都意味着有一
批不育家庭可能破解生育的难题，迎
来自己的宝宝；每一项技术突破，都
能让一批不孕不育的女子走出心理的
阴霾，迎来生活的阳光。

而在这一项项创新与突破的背
后，是严谨的科学态度、顽强的攻关
意志、执着的攀登精神、深厚的为民
情怀。记者认为，这样的态度、意
志、精神、情怀，是人类进步、科技
进步、社会进
步、民族进步
的基本要素，
是各行各业人
士所应共同汲
取和拥有的宝
贵财富。

记者手记

人工授精助孕，只能解决一部分不
孕女性的生育问题，而许多家庭没有孩
子可能因为男女双方都有问题，并且病

因复杂，需要借助试管婴儿技术才能圆
他们拥有孩子的梦。

然而，当 21 世纪钟声敲响的时

挺进辅助生殖技术高地

候，试管婴儿技术在我市医疗界还是一
片空白。为了造福更多的家庭，市妇幼
保健院于 2004 年在全市率先筹建试管
婴儿实验室。吕玉珍再次赴国内生殖医
学重点医院进修试管婴儿技术。

“2005 年 1 月，我们开始了第一例
试管婴儿工作。”吕玉珍说，“我现在还
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对在我市开饭馆的
四川籍夫妻，女方 28 岁，因双侧输卵
管不通，婚后一直未孕。这对夫妻如果
想要孩子，只能采取试管婴儿技术。”

治疗方案确定后，吕玉珍对女方使
用了促排卵药物，之后密切监视卵泡形
成过程，在卵子成熟时及时取出，实行
体外受精。当年9月26日，该女子顺利
分娩一健康男婴。

这是在我市出生的第一例试管婴
儿。这项技术标志着我市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一位 42 岁的女性，因未能生育而
遭前夫遗弃。再婚后，因仍不能怀孕而

面临着婚姻的再次破裂。走投无路之
下，这位女性把试管婴儿技术当成了

“最后的救命稻草”。
女方年龄偏大，卵巢储备功能差；

男方严重少精，药物治疗没有效果。治
疗上的困难更激发起吕玉珍不服输、求
突破的勇气和决心。

多次取卵，多次移植，多次不孕。
吕玉珍没有丧失信心，同时说服患者也
要树立信心。鉴于男方精子太少的情
况，吕玉珍采取了单精子显微注射的方
法。这一次，胚胎形成了，移植到女方
子宫后，数周后检查报告显示为临床怀
孕。而这时，距这对夫妻前来治疗已经
过去了两个年头。

2006 年，该院生殖医学中心被列
入河南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区域规划行
列。2009 年，卫生部正式批准该中心
为我省豫北地区唯一开展人类辅助生殖
技术的专业医疗机构。

“每一位不能生育的女人背后都有
一个心酸的故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不仅保障了众多不孕不育姐妹重为人母
的权利，同时也拯救了很多个濒临破碎
的家庭。因此，我们的工作在某种意义
上起着促进家庭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的
作用。”吕玉珍经常对中心的医护人员
这么说。

基于这种认识，吕玉珍把严谨的科
学态度与悲悯的同情心融为一体，对生
育难度大的求治者从不轻言放弃，总是
千方百计为她们排忧解难。2013 年春
季的一天，一位武陟县的 48 岁农妇前
来求助生育。这个农妇在来此之前，多
家辅助生殖医疗单位都因其年龄过大而
将她谢绝门外。

吕玉珍了解到，这个妇女有一个生活
完全不能自理的脑瘫儿子，她想再生一个
孩子的原因，是希望将来有人能接替自己
来照顾这个残疾儿子。可怜天下母亲
心。吕玉珍决定帮她圆了这个心愿。

可是，这个妇女到了即将绝经的年
龄，且输卵管通畅度不好，而男方精液

量少，直接采取人工授精的方式怀孕几
率非常低。为了抢在绝经前使该妇女尽
快受孕，吕玉珍在与病人沟通过后决定
采取试管婴儿技术。吕玉珍说，“去年
年初，这位妇女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
孩。这样年龄的女人还能利用试管婴儿
技术生育，国内并不多见。”

“对工作严而又严、细而又细。”这
是吕玉珍的同事们对她的看法。对已开
始服用促排卵药物的患者，吕玉珍每天
都要通过B超观察卵泡生长进度，了解
患者激素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药物，确
保患者处于最佳待孕状态。实验室里，
吕玉珍对取到的卵子和精子精心挑选，
并实行姓名与实物的双核对制度，确保
零差错率。

“她不在急诊科，可比急诊科的医
生都忙。”这是吕玉珍的家属对她的看
法。从事辅助生殖医疗工作 10 多年
来，吕玉珍每日早出晚归、宵衣旰食，
她把全部心血倾注到辅助生殖缔造生命
的事业之中。

“她是在世的‘送子观音’，她让俺

为圆天下不育女人的“母亲梦” 有了希望，有了尊严，有了新的人
生。”这是受孕后的妇女在感谢信里
说的话。

吕玉珍，在给千百个不育家庭送
去健康宝宝的同时，也交出了一份沉
甸甸的人生答卷。

吕玉珍在胚胎培养室里。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2014年下半年，国内奶企鲜奶用量
减少，鲜奶价格进入下行通道，而奶牛
饲料售价居高不下，饲养成本上升，倒
掉鲜奶甚至把刚怀孕的奶牛卖掉成了河
北一些奶农不得已的选择，当地一些养
猪户甚至以极低的价格买走鲜牛奶喂
猪。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往事随风wg：养奶牛是当地政

府号召和扶持的产业，如今形势不好，
当地政府应早点出手告知，并寻求转
向，不能不管不问，否则既伤农，又有
损政府的威信。

@湖南女子学院讲师张闻骥作家：
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应出台保护价收购鲜奶
的政策和措施，以维护奶农的切身利益。

@火鸟勇太郎 1988：市 场 经 济
下，这也是正常现象，不要动不动就叫政
府帮扶，行政干预帮得了奶农一时，帮不了
一世，关键是要奶农自己去适应市场。

@太行山下2011：谁家买的奶制
品降价了？一方面农牧业原产品价格上
不去，另一方面消费品物价不断上涨，
这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了，应引起各方
思考和重视。

@掠过影：当市场经济失衡，供大
于求，势必会造成某种资源的浪费。而
奶牛饲料的高售价，鲜奶价格的不断下
滑，又把奶农逼到了艰难的夹缝中。怎
样才能打破这种僵局，一方面要靠政府
部门的扶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奶农的
智慧。

@爱苇之人：奶农养牛是投资，需
要谨慎了解市场，了解相关政策和奶源
信息，确定是否有能力参加市场的博弈。

@安徽无为人赢博：当前最重要的
是最大限度降低奶农的成本损失，政府
部门可以借用媒体的影响力扩大宣传，
让更多奶企进行鲜奶收购，以及鼓励个
人对鲜奶的购买，先让奶农的鲜奶销售

出去，这是核心。其次，政府部门要考
虑出现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然后有
针对性地提出合理方案，保证奶农正常
的收入，以及企业正常生产运作。

@江苏日月江南：鲜奶掉价奶农伤
不起，说明我国的农业和饲养业的保险
制度需要进行大力普及推广，以避免奶
农遭受过多损失而导致饲养积极性的下
降，改变鲜奶要么过剩要么紧张的不正
常状况。

@指尖上的沙：和秋天农民把滞销
的蔬菜扔在地里烂掉一样，缺少相关机
构的指导和市场对接。尤其是牛奶这两
年一直在涨价，一些奶农大概又一窝蜂
地去养奶牛了，全然不顾以后可能存在
的市场价格调节，缺少理性的投资和目
光，势必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尴尬局面。

【下期话题】
“飞来石子”惹的事

1 月 7 日 《焦作晚报》 报道一则消
息，市民庞先生驾驶轿车正在行驶时，
突然一块石子迎面而来，击碎了前挡风
玻璃。庞先生看到前方有辆轿车疾驶而
过，想到可能是前方轿车碾压路面上散
落的石子，导致石子飞起击碎了自己轿
车的前挡风玻璃，便驱车将前方行驶的
轿车拦下，要求前方车主王先生赔偿损
失 700 元。王先生认为自己正常行驶，
并没有感觉车轮碾压到石子，而且庞先
生也没有证据证明击碎他玻璃的石子就
是自己的轿车轧飞的，他不应该承担赔
偿责任。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庞先生
选择报警。经民警协调，王先生最终同
意赔付挡风玻璃损失的一半价格。对这
件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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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建
新

1月5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
部门、地税部门联合发布房产过户新政：凡
直系亲属间过户房产的，不再由税务部门评
估定价，均按合同中约定的成交价缴税，但
成交价不能低于500元。这样一来，过去直
系亲属之间交易过户要缴的数千元甚至数万
元税费，如今只需数十元。这样给力的政策
在全国是首创。

（1月7日《东方今报》）
至亲间过户房产可自行定价，郑州算得

上是“首吃螃蟹”。在此之前，父母、子女、
配偶、祖孙、兄弟姐妹等直系亲属间过户房
产，虽然有继承、赠予和买卖三种方式可供
选择，但如果一方还在世，只能以赠予或买
卖方式过户。选择赠予，要缴纳契税、登记
费、公证费；选择买卖，则要缴纳契税、登
记费、个人所得税，距上一次交易未满5年
时间，且房屋面积小于 140 平方米以下的，
还要缴纳营业税。

而这些税费的征收依据，就是房屋交易
价格。房屋交易价格则由地税部门通过评估
系统为交易房子核价，过户双方按照地税部
门核定的价格缴税。如此一来，即使是直系
亲属间以赠予或买卖方式过户房产，仍要缴
纳数千元甚至数万元税费。比如在郑州，父

亲要将一套 92 平方米、房龄不足 5 年的房
子，以买卖方式过户给儿子，税务部门评估
房子价值 90 万元，据说要花掉八九万元税
费。难怪早有人说：自家的房子卖给自己
人，还要掏几千几万元的税，有些不近人情。

现在好了，郑州市直系亲属过户房产，
不再由税务部门评估定价，而是可以自行定
价，像税务部门评估价值为90万元的房产，直
系亲属间过户可以自由定价为500元，所耗恐
怕只需数十元，能省下几万元的税费，这才是
真正的还利于民，而非仅仅是让利于民。

直系亲属间过户房产面临高额税费门槛
的，何止郑州有？直系亲属间过户房产可以
自行定价，应该在全国推广。正因为有高额
税费门槛阻挡在面前，在直系亲属间，很多
真正的买房者成不了户主，有些户主不是真
正的买房者。一些父母在儿女长大之后，因
为不想缴纳那一笔不合理的过户税费，仍不
将房产过户给儿女，导致一些儿女因为房产
证不是自己的名字，贷款做生意，乃至办一
张信用卡都很麻烦，是在房产过户上的一些
生硬规定与畸高收费，将他们套住了。

而郑州在直系亲属间过户房产上，允许
自行定价，无疑比较人性化，是以人为本的
体现，还可以进一步活跃房地产市场。至于
这个新政会否催生作假伪造亲属关系，恶意
偷税漏税，这一政策规定，办理房产过户
时，需要公安部门提供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的
证明文件及户口本，还是能从一定程度上予
以防范的。任何一个政策的出台都会有两面
性，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至亲过户房产“自行定价”值得推广
□何勇海

1月4日，哈尔滨西客站站前地区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微信公号推送了
一则通知，内容是前来该市检查相关
工作的 13 人团队照片，并附上编号，
要求执法队员一旦发现，第一时间向
各中队长汇报。对此，该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信息系内部转发，且真实性
不能确认，正在追查网上被公开的原
因。 （据《南方都市报》）

暗访，意为暗中查访。其实质就
是在暗中摸查走访，以获取事实真
相。但是，类似这般的暗访变“明
防”，接下来会是什么结果不难想见。

近年来，暗访遭剧透的剧情频频

上演。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往往是不
见其人先闻其“声”，“暗访组要来
了”的消息不胫而走，人人皆知，结
果在某些时候暗访就成为了一种形
式，演变成了明访。一些人感慨：这
样的暗访意义何在？纯粹是面子工
作，劳民伤财。

在此次事件中，迎检单位的做法
更为直接，通知后面还附有八张图像
较模糊的图片，图片中共呈现出15人的
形象，其中一男一女被标注为“组长”和

“副组长”，其余13人均用“1”到“13”的
数字标注。这些图片右下角都被打上

“哈西执法局”的水印。先是“紧急通

知”，后又“内部掌握，切勿外传”，
可谓煞费苦心。

暗访的结果暂且不提，对此笔者不
禁有几点疑问。首先，既然是暗访，保
密工作就应该非常到位。但是，检查组
人还未到，迎检单位却提前接到了通
知，试问，这个消息是谁透露出去的？
提前透露消息的目的何在？

其次，检查组15人的照片，不知
道是通过何种渠道找到的，而且被编
号。其他不说，就单从法律角度来
讲，此番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侵犯
了他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暂且不论
检查结果如何，恐怕迎检单位要收到

法院的传票打官司了。第三，这样的
暗访，或是类似消息被提前透露的情
况不知道是不是个例，是否存在“潜
规则”。网上有关报道显示，哈尔滨目
前正在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测评迎
检工作，这是一件非常复杂而严谨的
工作，绝对不是面子形象工作，若是
碍于面子，趋于形式，这样的文明城
市创来又有何意义？

笔者认为，要破解这个问题，必须
从制度源头入手，一方面，规范检查、暗
访组员的行为，有效约束其权力；另一
方面，严厉惩罚造假应付检查、暗访的
行为，把工作真正做牢做实。

对“暗访照片被下发”的几点疑问
□付凯明

【今日话题】

鲜奶掉价奶农伤不起

涉嫌受贿942万元人民币、65万元港币，其中近900
万元是在退居二线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向曾关照过的企业

“借”的——日前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广东省
国税局原局长李永恒涉嫌受贿案，再次让人们看到权力的

“余威”。
撒了多年的关照“渔网”岂能白撒不捞鱼？这是一些

官员退休前的微妙心态。有关专家指出，临退官员腐败破
坏力不容小觑，“二线权力”也要加强监管。

大 巢 作（新华社发）

捞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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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