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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飞人”奔走世界各地救人
湘雅二医院血管外科主任舒畅：从医23年救人无数

面庞清瘦， 身材高挑，头
发一丝不苟，言谈间带着温暖
的微笑。

舒畅，湘雅二医院血管外
科主任，从医23年救人无数。

他医术高超，“一年有一
半的时间在天上”， 奔走各地
救人；他医德出众，“救死扶伤
当舍身忘我”这句话他坚持了
20余年。

主持国际峰会的中国专家

查房、手术、电话……从
清早起， 舒畅就没歇过气，上
午10点30分，记者好不容易逮
到他有个小空隙，采访没开始
3分钟， 一个高鼻梁的外国人
推开了门，“哦，希腊的专家们
到了…….”

舒畅今年48岁，美国斯坦
福大学血管外科中心博士后，
国内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美
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耶鲁大
学医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等
多家名校的客座教授。很多专
家学者都从世界各地慕名而
来向他学习。

他打趣说：“我一年有一
半的时间在天上。” 近 3年
来， 舒畅先后被全国21个省
市、180多家医院请去做手
术， 还不包括4次赶赴意大
利、菲律宾、越南等国抢救危
重病人。

今年10月，他率领中国血
管外科专家团抵达伦敦，这是
英国皇家医学院自1802年创
办以来迎来的首次外国专家
团。舒畅代表中国专家与国际
专家一道共同主持世界顶级
医学年会———“2013年伦敦心
血管峰会”。

救死扶伤当舍身忘我

2008年，一名艾滋病患者
假性动脉瘤大出血，手术稍有
不慎，刀、针器就会划破手指，
感染艾滋病，有人建议保守治
疗或转院。

舒畅回忆说：“当时若送走
病人就是把他推向死亡线，救
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他果
断自己主刀成功挽救了病人
的生命。舒畅常说：“救死扶伤
当舍身忘我。” 这一句话他一
坚守就是20余年。

他曾意外摔伤，右膝髌骨
骨折，腊月廿九做的手术。俗
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正
月初五，他就开始上台手术。
在台上一站就是好几个小
时，甚至上十个小时，有时在
手术中还要穿着几十斤重的
铅衣， 受伤的右腿常常肿得
非常厉害。

两个月以后，右膝疼痛明
显加重， 经常一天手术下来，
右膝痛得无法弯曲。在科室成
员的劝说下，他去进行了X光
片的检查，竟发现体内用于固
定骨折的C形钢钉完全移位，
翻转了近180度。 只能进行再
次手术， 提前将钢钉取出，所
幸没有发生严重后遗症。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是
舒畅的座右铭，湘雅二医院血
管外科在他的带领下，形成了
良好的学习氛围，不断学习新
知识和理论， 积极开展新技
术， 勇于向医学难题挑战。先
后开展了十余项国内和省内
最先开展的新技术，使得我省
的血管外科学术地位迅速提
高，远远高于很多省份。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张颐佳 曾力力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先进典型…

10月30日，湘雅二医院，舒畅教授（拿CT片者）和来院交流学习的外籍医生一道给病人查房。
记者 田超 实习生 刘辉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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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先生是席殊书屋的忠实读者，他告诉记者，早些年，自己
常去书屋买书，但最近几年很少甚至不去书屋了。原因是网上购书
价格优惠很多，现在一般在网上购书。

“听说书屋不开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他认为，书店不仅仅是
一个商业形态，还兼备思想灵魂的寄存陶冶。人在实体书店与书相
遇的那份美好感觉，在网络上是无法体会到的。一座城市应该有书
店存在的空间。仅靠读者的自觉不可能挽回书店的颓势，政府部门
应该有相应扶持政策，书店也可寻找新的经营模式。

“国外有些城市，政府对书店的经营会有特殊的政策照顾，如免
税等。”市民谭先生希望政府能为城市多留几个“灵魂的休憩地”。

株洲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吴安浩说，他们已关注到席殊
书屋等民营书店的运营现状，将报请政府扶持，尽可能让书店在城
市中有一席之地。

书没人买，“最佳学术书屋”改卖红枣
记者调查：株洲多家民营书店无以为继 部门回应：将扶持书店经营

“书店被迫卖红枣，可见书店
的生存现状。”11月4日上午，市
民罗先生来到黄河路口的席殊书
屋，他惊奇地发现，书店里搭柜台
兼卖起了新疆红枣。

其实， 席殊书屋已经卖了两
个星期的新疆特产了。 老板熊二
龙说，成本太高，生意不好，这是
无奈之举。罗先生对此表示理解，
“连我这样的人也开始习惯用手
机看书了，谁还来店里买书啊！”

席殊书屋曾被评为株洲“最
佳学术书屋”，是不少市民的精神
家园。 它的身上有着众多民营书
店的影子。

【兴起】
每年毛利两三万

2002年，熊二龙与妻子盘下
株洲黄河路口一间20平方米的
门面，取名“席殊书屋”，主营文学
社科类书籍。

熊二龙是爱书之人， 知晓读
书人看中书的品质， 因此他采购
的书品质较高，且均为正版书籍，
价格公道。时间一长，“席殊”成为
了当地书友心中“高品位、 高质
量、高水准”的代名词，不少书友
慕名而来。

“最好的时候年毛利就有
两三万。”虽然不像别的买卖那
样挣大钱， 但熊二龙一度以为
靠此可过上小康生活。

【没落】
10天有9天亏损

但几年过去， 熊二龙必须重
新考虑书店的未来了。

“夜晚的销售额是全天的一
半，多的时候有20多个人。”熊二龙
回忆，2009年，店里生意还是不错，
尤其是晚上，书屋里聚满了人。

由于网络购书和电子阅读的
兴起， 席殊书屋的销售额逐年

下滑，近3年更是以每年20%比
例下降。“现在我都不愿提起那
些销售数字了。” 熊二龙说，以
今年4月为例，10天里有9天处
于亏损状态， 一天亏损100多元
成为常态， 而该月销售最好的一
天，毛利在30元左右。惨淡的经营
将书屋推向了无法保本的境地。

【挽救】
流产的席殊“书吧”

“店子一开门，有些支出就开
始计算了。”半个月前，熊二龙将
书屋的一面书架开辟出来， 卖起
新疆特产，以维持书屋正常运营。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细账，因
为店面的地段较好， 租金连年上
涨，从最初的每月1200元涨到了
现在的4500元。另外，店里请了
员工需要支付每人每月2000元
的工资，水电、进购货品、税务等
开销也需每月数千元。“现在，已
经超过了我们的负荷限度。”

“其实， 我也想过很多种方
法，想把书屋留下来。”熊二龙试
图把书屋改为多元化经营， 做成
书吧模式，但他细算了一番，运营

成本、 人员等投入至少要10万。
“投入这么多，又不能保证能收回
来，风险太大，只能放弃。”

今年6月初，因门面即将到期，
不打算续租的熊二龙，在店外张贴
了一张“门面转让”的告示。不久前，
他与一位意向商户约谈，收了转租
定金。这意味着，租期一到，席殊书
屋将从株洲的书友眼中消失。

熊二龙说， 他也不愿意关掉
书屋，但没有办法。

【调查】
民营书店普遍遭遇困难

席殊书屋并不是孤例。 位于
该市天元区的博雅书屋， 如今店
内四分之三的面积已改卖甜品。
荷塘区的五彩文书社已将书店的
一角开辟出来，售卖玩具和文具，
以维持书屋的正常运营。

记者在株洲书城走访， 发现
大部分书店遭到文具店、 乐器店
的蚕食。“已经很少有书店赚钱
了。”一位曾在书城经营书店的老
板告诉记者， 他认识的大部分书
店老板都已转行。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李永亮

一座城市应该有书店的空间
在长沙金汇社区， 孩子

们 有 一 位 免 费 的 书 法 老
师———周纪元爹爹 。 退休
后，他就在这里教孩子们学
书法。两年多来，他教过的
学生已经有几百人了。其他
社区的孩子，也有不少慕名
而来。

每个周五晚上，65岁的周
纪元在金汇社区的少儿公益图
书馆里给孩子们上课。 他的学
生们最小的才刚上小学， 最大
的在上初中。

两年多前， 有老朋友抱
怨社区里的孩子们写字不

好看，从小练习书法的周纪
元觉得， 自己反正退休了，
不如免费教孩子们写写字。

虽然是做“义务劳动”，
周纪元可一点也不糊弄 。
“每个孩子学习的程度不
同， 写字的风格也不同，都
要用不一样的教科书 。”周
纪元说。

很快，周纪元教书法的名
声就传开了， 附近有几家培
训机构想要高薪“挖角”，让周
纪元去教书法， 但是都被他
拒绝了。他说，答应孩子们免
费教了，就是一份责任。有人
给钱就去别的地方收钱，这
样不好。

周纪元也把自己的这
种认真劲和责任心与书法
一并传授给学生。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张明阳

高薪聘请不肯去
免费教学劲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