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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个子， 温柔而清脆的
声音， 这是服务一队服务讲解班
班长郑桐给游客留下的第一印
象。 34岁的她已在讲解岗位上工
作了十多个年头了， 十几年间她
几 乎 跑 遍 了 中 山 公 园 里 的 每
一 个 角落 ， 熟悉公园的每一个
故事， 对公园的变化同样了如指
掌。 “讲解员必须了解公园的方
方面面， 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游
客。” 郑桐说。

公园讲解员是与游客接触最
深的职工 ， 更是公园的一张名
片。 如何塑造这张名片， 郑桐有
她自己的想法。 “在给游客讲解
时， 要用心与游客沟通， 而不是
照本宣科地去讲解， 要真正了解

游客想要听什么内容， 更要有侧
重地去介绍公园的历史。 在讲解
过程中， 还要让顾客提出自己的
问题， 与游客进行有效沟通， 更
好为游客服务。” 郑桐说。

在接待人数较多的旅行团
时， 中山公园的讲解员会到门口
去迎接游客， 并针对旅行团游览
的路线和时间进行讲解。 郑桐会
在旅行团来之前便与他们进行联
系， 询问他们共有多少人， 并了
解他们在公园游览的时间， 再根
据人数或者时间来增派讲解员或
有针对性地讲解。

每年中山公园举办春花暨郁
金香花展期间， 都会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赏花踏青。 从2015年起 ，

郑桐和全体职工在花展期间团结
协作， 甘于付出， 连续30余天从
早7时至晚7时不间断地在园内巡
视看护， 劝诫游客踩踏花卉等不
文明行为， 这极大提升了公园管
理形象。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 郑
桐还带头配合开展文明游园主题
宣传活动， 带更多的游客亲身参
与到文明旅游行动中来。

2016年的一天， 一位老人来
到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寻求帮助，
说其老伴在游览过程中身体突发
不适。 班长郑桐了解情况后迅速
带职工推着轮椅赶到蕙芳园东侧
竹林找到老先生的老伴， 并按照
老先生的意见将他们送往公园西
门前往医院就诊。 因门外出租难

寻， 在场职工还快速为老人找来
出租车， 为他们赴院就医争取了
宝贵的时间。

工作十余年， 郑桐没有做什
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都是普通的
小事， 但就是默默的付出， 2016
年 ， 她 被 北 京 市 旅 游 发 展 委
员会授予 “文明旅游公益大使”
称号。 “我们是拉近公园与游客
关系的重要桥梁， 更是与游客沟
通联系的纽带， 要始终抱着真心
实意服务游客的心态， 主动细心
地了解游客需求。” 作为市属公
园唯一一名公益大使， 郑桐还在
工作中不断丰富讲解形式， 优化
游客游览体验， 形成中山公园特
色的文化形象和传播体系。

作为北京市仅有的两家儿童
三甲医院之一， 首都儿科研究所
担负着北京乃至全国儿童健康疾
病的治疗任务， 每天都会有很多
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求医。

而在国内首屈一指的普通新
生儿外科主任医师李龙教授的特
需诊室外， 一些焦灼的父母也领
着孩子慕名而来， 寻找治愈的希
望。 “孩子几岁了？ ”“刚出生一个
月。 ”问诊时，李教授脸上总挂着
和蔼的微笑，说话亲切平和，像是
在跟患者家长聊天儿一样。

儿时经历 立下志向

今年55岁的李龙， 18岁时考
入了中国医科大学儿科系。 三十
余年的从医经历让他青丝变白
发， 回想起当初的选择， 李龙无
怨无悔。

李龙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
分子家庭， 父母是采矿一线的工
程师 ， 住在辽宁东鞍山矿区附
近。 “我4岁时， 有一次玩煤球
导致手指感染 。 因为没及时治
疗， 从甲沟炎发展成指头炎， 后
来又发展成为严重的败血症， 当
时大拇指肿得像个胡萝卜， 整个
人高烧不退 ， 意识都模糊了 。”
李龙的父母赶紧将他送往矿区医
院， 但矿区医院水平有限， 只能
又将他送往市中心医院， 到市中
心医院后， 医生决定立即手术。

在手术室内， 大夫仅仅用刀
在李龙肿大的手指上开了一个小
口， 大量的脓水便流到了手术用
的白色弯盘里。 原本意识模糊的
李龙马上便清醒过来， 随后脱离
了危险。 在当时的他看来， 医生
简简单单的一刀， 便挽救了他的
生命， 十分神奇。 护士为他上药
时， 他觉得护士美丽得简直像天
使一样。

李龙还清楚的记得， 在当天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李龙就趴在
父亲背上， 他抬头仰望夜空看到
了星星在天上明亮地闪烁着， 听
到沿途大片的稻田里传来了阵阵
蛙鸣。 “在我的童年里， 那是最

美好的夜晚。 从那以后， 我便立
志做一名医生， 而且一定要做一
名儿科医生， 像救我的医生一样
去挽救更多孩子的生命。” 直到
现在， 不管自己工作多累， 看到
患病孩子和家长焦急的神态， 想
起童年那次难忘的经历， 李龙总
会再次坚定要在济世救人的道路
上走下去的想法。

不断求索 造福患儿

1990年开始， 李龙师从我国
小儿外科泰斗张金哲院士， 开始
进行小儿肝移植研究， 那时只有
台湾、 香港、 日本初步掌握了这
项技术。 他先从动物实验开始，
开始了十多年的艰辛求索。

2001年， 一位父亲得知李龙

在研究小儿肝移植， 带着3岁的
女儿慕名找到他。 当时国内没有
肝移植手术的先例， 这个父亲为
了维持女儿的生命， 用当地的偏
方———把獾子油不停地涂抹在女
儿身上退黄。 但3年来， 这位父
亲的女儿病情每况愈下。

“李大夫， 我的肝是好的，
求求您把我的肝给我的女儿吧！”
面对这位父亲的恳求， 2001年11
月12日， 李龙为小女孩进行了肝
移植手术， 并取得了成功， 这也
是国内首例小儿肝移植手术。 现
在， 这个女孩已经健康长大。

我国是先天性消化管道畸形
的高发国家， 这和黄种人的饮食
习惯、 病毒感染等方面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但当时我国这方面
的医疗水平并不在世界前列， 很

多患儿因为无法医治， 失去了宝
贵的生命 。 李龙还记得在上学
时， 和老师遇到了一位胆道闭锁
晚期的患儿。 这位患儿胆汁已无
法排出， 在肝里淤积， 患病儿童
全身蜡黄 ， 最终导致肝功能衰
竭。 那时医生们都无能为力， 看
着家长绝望地抱着孩子离去的背
影， 李龙心里和他们一样痛苦。
在那时 ， 李龙便立下了主攻方
向， 一定要在肝胆畸形等小儿消
化道疾病上实现突破。

如今， 在小儿外科领域， 李
龙率先在国内开展经腹腔镜治疗
胆道闭锁、 胆总管囊肿、 高位肛
门闭锁等消化类外科疾病， 挽救
了许多患儿的生命。 “让孩子活
半年不行， 要让孩子健康地活一
辈子。” 这是李龙常说的一句话。

小儿门脉高压的血管细， 加
上肝部血流量大， 有些肝脾肿大
的孩子， 如果治疗不得当， 就会
血流不止甚至危及生命。 这是小
儿外科的难点所在， 很多医院不
能治也不敢治， 即使开腹手术的
难度也很大。 但通过不懈的努力
和不断的创新， 李龙及他的团队
成立了全国疑难复杂危重患儿诊
治中心及微创治疗中心， 比起传
统的高风险的开腹手术， 他们在
国内外率先开展一系列小儿腔镜
外科新技术 ， 使儿童手术创伤
小、 疼痛轻。

2016年， 李龙成功开展腹腔
镜Warren手术治疗小儿门脉高
压 ， 进行了腹腔镜下血管的吻
合， 以精准的技术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 开创了小儿外科腹腔镜手
术的新高度， 开辟了微创外科的
新领域。 此项尖端技术使李龙蜚
声国际， 获得了国际腔镜大会领
袖奖、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等
诸多殊荣。

大医仁心 忘我奉献

李龙知名度越高， 疑难杂症
在他周围出现的频率就越高， 很
多家长在全国辗转求医无果后，
都来到儿研所找他。 “李大夫，

我跑了许多地方， 都说我的孩子
治不了。” 面对眼泪在眼圈儿中
打转的父母， 李龙详细地看过了
孩子以后说： “不要担心， 我们
有办法。” 而这看似轻松的话语，
背后是他多年殚精竭虑、 潜心钻
研的辛勤付出。

在医院里， 李龙每个周五上
午的出诊时间都很紧凑， 他接诊
病患的过程中很难有时间喝口
水， 期间还要接到家长咨询手术
的电话， 或是有年轻医师向他请
教、 探讨病例， 经验丰富的李教
授总会指点一二， 让问题得到解
决 。 每逢星期五上午出特需门
诊， 一上午他要接诊40多人。 忙
碌的同时， 不少家长都会注意到
他的眼里布满了红血丝， 头发也
已经片片斑白。

平时， 他不是在手术室， 就
是带着学生在病房查看患儿病
情 ， 全年他的手术高达 5000多
台， 是全国外科手术专家手术量
的上限。 最长的一次， 因为手术
难度大， 他连着站了15个小时。
同事们敬佩他坚毅的品格， 亲切
地叫他 “龙哥”。 他却自豪地说
这受益于平时常运动、 爱攀岩 ，
“我上大学时是田径健将， 著名
教练马俊仁曾经是我的体育老
师， 我的大学十项全能校纪录至
今无人能破。”

身为小儿普外科教授， 他还
忧虑国内小儿普外科发展不均衡
的问题， 奔波到全国200多个医
院亲自传授手术技术， 盼着小儿
外科的先进技术能在全国遍地开
花。 这些年， 他还毫无保留地把
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 并且对
学生的要求比谁都要严格。

一个人能力越大， 责任也越
大。 手术台边长期劳累， 加上日
以继夜地研究疑难疾病， 这几年
李龙经常夜不能寐， 每晚最多只
睡两三个小时。 如今， 同事眼中
的硬汉 “龙哥” 头上又添了几许
花白， 但李龙却坚定地说， “对
于父母来说，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
全部， 给孩子治病， 就是挽救一
个家庭， 这是我的职责。”

中山公园的一张名片

———记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主任医师李龙

讲解班班长郑桐：

【人物】11专专题题２０17年 4月 5日·星期三│实习编辑周潇潇│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李亚楠│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