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记得本报曾经报道的
带儿子高高“骑行万里路”的
株洲爸爸罗新华吗？（详见10
月26日A06《行万里路！爸爸
带3岁娃骑行去三亚》）

11月27日， 是45岁的罗
新华带着3岁的儿子高高从
株洲出发后万里行的第57
天， 他们抵达了本次骑行的
终点站海南三亚， 全程共骑
行了4002公里。

父子俩这趟原本不被看
好的骑行之旅， 虽然完成得
十分艰难，却收获满满。变得
和爸爸一样皮肤黝黑的高
高， 成为了一个懂得分担和
自律的小小男子汉。 而罗新
华通过全程陪伴高高成长和
蜕变， 给孩子上了一堂在路
上的“启蒙课”……

小状况不断
父子俩齐心协力“搞定”

57天的骑行， 罗新华和
高高从株洲出发，经过湖南，
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
江，江西，广东，海南到达终
点站三亚, 全程共骑行了
4002公里。

近万里的路程上， 父子
俩共遭遇中途爆胎两次，换
单车撑脚四个， 小拖车外胎
更换两套。“在雨中骑行的次
数更数不清。说来就来的雨，
让我们来不及穿雨衣。”原本
白白胖胖的高高在这段骑行
中， 也收获了爸爸同款的黝
黑肤色。 每每遇到陡峭一点
的坡， 高高总是主动地下来
给爸爸推一段路。 骑行的第

44天， 已经骑行了2619公里的
父子俩，又来到了出发时经过的
319国道，罗新华倍感亲切，特地
要高高下车来拍了一张合照。

“有时候导航不准确，我们绕
了好久都没有找到路， 也没有找
到宾馆住，孩子都没有不开心，对
我说再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吧！再
找一下就找到了。 这一路孩子真
的鼓励了我， 让我一直坚持了下
来。”罗新华不由得向三湘都市报
记者夸起了高高的“助攻”。

满足孩子的求知欲
感受大海的“味道”

这一路，高高在罗新华的引
导下，和大自然的花草树木来了
数次近距离的“约会”。每每遇上
路边出现新事物，罗新华都会停
下让高高看一看。 在广东湛江，
高高第一次看到大海。在前往海
南的轮渡上，小小的高高看着眼
前的大海有点激动，“爸爸，大海
真的是咸咸的味道吗？” 为了满
足孩子的求知欲，罗新华当时就
决定结束完这次骑行后，一定要
带高高去好好体验一下大海的
魅力。

27日抵达海南后，罗新华在
朋友圈这样写道：“一路上得到
了很多热心人的帮助，也得到了
家乡的亲朋好友的关注关心及
支持。带崽万里行第一季结束了
……”言出必行的他，带着高高
清洗后换了身衣服，下午就去看
大海了。“上一次没让他好好看
海， 这一次让他好好体验一下，
等他回湖南就不能穿短袖咯。”

■记者 叶竹 实习生 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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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手写就医随访信，她珍藏了33年
患者找到当年写信的“暖心”医生湘雅医院罗万俊教授，“只想说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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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随访信珍藏33年

1981年，当年20岁的蔡女士
出现吞咽极度困难症状， 甚至连
温水都难以喝下。 她来到长沙的
湘雅医院求医， 被诊断为贲门失
弛缓症， 随后在胸外科进行了
Heller肌层切开手术。 手术后两
周左右，蔡女士顺利康复出院，回
到了老家湘潭。

1987年，蔡女士已经是两个
孩子母亲， 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
自湘雅医院胸外科的信。 信中详
细地询问她术后有无吞咽困难？
有无胸窝部疼痛？ 有没有继续在
当地医院检查？ 术前术后体重是
否有差别？ 并建议她前往湘雅医
院胸外科复诊。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感到
既惊讶又感动， 觉得医生非常负
责，6年过去了还记挂着患者的康
复情况。”蔡女士回忆，由于术后
身体恢复得很好， 一直没有前往
医院复诊， 但这封信却被她保留
了下来， 数次搬家也一直在保险
柜中存放着。

寻找当年写信的“暖心”医生

今年， 由于出现了当年类似
的症状， 担心旧疾复发的蔡女士
再一次赶到湘雅医院看诊。 经医
院消化内科副主任欧阳淼副教授
接诊后， 确诊为幽门螺旋杆菌感
染。得知不是旧疾复发，蔡女士一
桩心事放下了， 但她还有另一个
愿望： 找到当年那位寄出随访信
的医生，并当面表达感谢。

经过消化内科、 胸外科及心
脏大血管外科的多方寻找， 原来
寄出这封随访信的， 是原心脏大
血管外科主任罗万俊教授。

上世纪80年代， 贲门失弛缓
症Heller肌层切开手术还是一门
新开展的医疗技术， 在三腔二囊

管辅助下，手术会相对容易进行，
肌层切开比较彻底， 治疗贲门失
弛的远期效果较好。 为了追踪患
者的手术效果， 当年还是住院医
师的罗万俊对所有进行了此项手
术的患者进行了信件随访。

“术后随访是评价医疗效果
最可靠的指标，是制定规范医疗
指南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对患
者的康复治疗和术后并发症防
治也十分重要。”罗万俊表示，因
为当时电话并不普及，只能用信
件的形式进行；同时也考虑到患
者的文化层次不一，写信时他尽
量采用了简单的问题。

患者的健康就是最真挚的
感谢与肯定

11月25日，蔡女士将这封信
送到了罗万俊教授手中。

“收到了一部分回信， 还有
一些没有回音，没想到时隔三十
多年，还有患者保留了信件。”再
次看到自己初入医院时写下的
熟悉字迹，罗万俊感慨万分：“曾
经有一位医学大师说过，一个杰
出的医生，随访记录应该从手术
前开始一直做到坟墓。虽然术后
随访工作做起来繁复，但却能切
实提高我们的医疗质量。患者现
在身体很好，说明我们当时的手
术开展得很成功，付出的一切都
是值得的。”

“我是农村出身的，也不会
说什么漂亮话， 对医院和医生，
我只想说谢谢你们！”一见面，蔡
女士就紧紧握住了罗万俊教授
的手。

罗万俊坦言，这一句迟到了
33年的“回复”，以当年的患者如
今健康生活、儿孙满堂的形式展
现在自己面前，就是最真挚的感
谢与肯定。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曹璇绚 实习生 龙飞鹏

“术后有无吞咽困难？ 程度如何？”“有无胸窝部疼
痛，吐酸水？”发黄的信笺纸，边缘磨损得有些破损，上
面手写着几个问题……这看似平常的一封信， 湘潭的
蔡女士却一直珍藏在自己家的保险柜中。

这是一封有年代感的就医随访信。 蔡女士因吞咽
困难，于1981年在湘雅医院就诊，1987年收到这封随
访信。感动不已的她，此后无论搬家去哪里，始终珍藏
着这份随访信。

今年，蔡女士由于出现了当年类似的症状，又到了
湘雅医院治疗。这一次，她除了治病，还找到了当年寄
信的医生，续起这段“穿越”33年的医患情。

蔡女士（左）找到了当年写信的“暖心”医生罗万俊教授（右）。这封术后时隔6年寄来的手写信，被蔡女
士珍藏了33年。 受访者 供图

延伸

湘雅医院始终坚持着患
者术后随访的传统，如今的术
后随访借助互联网优势，以电
话、邮件、微信的方式持续进
行。以胸外科为例，患者出院
后一个月、三个月、半年、一年
都有护士电话会进行随访，指
导患者进行术后康复。

该院于2015年在全国首创

并提出“全病程管理”全人全周
期卫生健康服务新理念，以跨区
域、跨团队（医生、护士、个案管
理师、社工、营养师、康复师、药
师、管理人员）全程协作管理方
式，从院前准备、出院准备、双向
转诊、出院追踪随访到远程健康
管理等环节为需要长期管理的
患者提供有效的连续服务。

以“全病程管理”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4002公里！骑行57天！抵达终点
给孩子上了一堂在路上的“启蒙课”

《行万里路！爸爸带3岁娃骑行去三亚》后续

休整后，罗新华带着高高又出发。

高高好奇地看看路边田野中的牛。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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