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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勇：归来，初心不改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坚定自己的梦想

陶 勇 出 生 于 1980 年 。 在 受 伤 之
前，有人说“他是医学生最想成为的
人”：28岁从北京大学医学部眼科学博
士毕业；31 岁成为副主任医师，在葡
萄膜炎专科门诊开诊；35 岁成为主任
医师；37 岁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多项科研基金，发表SCI论文近百
篇……彼时，摆在陶勇面前的是一条
清晰笔直的人生之路——在行医坐诊
的同时潜心科研，沿着医学界前辈的
路踏实地走下去即可。

然而，一场意外突然降临，把他
拖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2020 年 1 月 20 日 13 时 50 分许，陶
勇在出诊时被一名男子持刀袭击，造
成左手骨折、神经肌肉血管断裂、颅骨
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

救治两周后，陶勇终于脱离生命
危险，但他的左手却因伤势过重，形
成永久损伤。那经过千锤百炼、刻意
练习而成就的巧手，曾经给无数人带
来光明和希望，却在短短的几十秒被
毁伤得血肉模糊，导致他可能永远失
去做手术的能力。

易地而处，试问谁能承受如此的
劫难？

更令陶勇心寒的是，行凶者不是
别人，正是被他诊治过的患者崔某。
当得知行凶者的姓名，陶勇一度陷入
震惊和悲伤。究竟该何去何从？

陶 勇 没 有 在 负 面 情 绪 中 停 留 太
久。很快，他就从绝望的飓风里脱身
而出，不再纠结为何遭此厄运，而是
积极治疗、努力康复。在他的自传式
杂文集 《目光》 中，陶勇这样写道：

“砍伤我的人，我相信法律会有公正的
裁决，我没有必要因为他的扭曲而扭
曲自己，我选择客观面对；碰伤我的
石头，我没有必要对它拳打脚踢，而

是要搬开它，继续前行。”
帮陶勇走出阴影、重启人生的，

还有那些积极救治和关心鼓励他的人
们。伤医事件发生后，来自四面八方
的关心如潮水般向他涌来，给了他莫
大的温暖和力量。“平凡的我也想通过
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影响力把自身价
值发挥到最大，让更多人看到人性的
善良，让更多的病患得到救治，让更
多对生活迷茫和抑郁的人感受到生命
的意义，让更多从医或者打算从医的
年轻人坚定自己的梦想。”陶勇说。

继续为大家服务

眼睛是人体最精密的“仪器”，眼
科手术对精确度的要求堪称苛刻。陶
勇还未出院时，他的亲人、同事、朋
友就担心他无法接受左手损伤难以恢
复如初的打击。对此，陶勇却十分乐
观豁达：即使以后真的无法再上手术
台，自己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做公益
工作，依然可以帮助患者。

2020 年 4 月 13 日，陶勇出院了，
他的左手仍没有知觉，每天仍需要花不
少时间去做极其痛苦的复健。谁也没
想到，出院仅一个月，他便恢复了出诊。

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工作？其中
一个重要原因是，陶勇挂念着那些没
来得及做手术的患者，“因为葡萄膜炎
是个慢性病，（治疗时间） 隔得太长，
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后遗
症。”陶勇说，对他而言，最好的康复
办法就是让自己有事可做，继续为大
家服务。

不能拿手术刀的日子里，陶勇也未
曾停歇——指导和培养年轻医生、开展
眼科知识科普、为盲童捐款、免费为网
友解答各种眼科疾病问题……陶勇不
断思考并探索医学的边界与可能性。

2021 年初，陶勇回到了手术台。
那是一台白内障手术，陶勇本意推

脱，是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催促他迈出
了这一步：“我爸说了，你做他就放
心，你不做他就不做。”在手术团队的
保驾护航下，陶勇拿起手术刀全程独
立操作，10分钟不到，手术就顺利完成。

“不管如何，能够重新做手术就是
一种最大的欣慰。”陶勇说，大家不用担
心，他的右手功能基本正常，一些难度
大的手术，他可以和同事一起完成。

如今的陶勇，把自己的时间精力
掰成了 3 份：60%放在医疗工作上，
30%放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普，10%放
在公益上。在医疗工作方面，他平均
每周进行 2—3 台手术，其他时间多用
来指导和培养团队的年轻医生。

“我是一名医生，本职工作就是治
病救人。和同事一起把疑难眼病患者
治好，必然要占掉我大部分的精力。”
陶勇说，“目前，我们朝阳医院眼科 33
名医生，整体手术量比过去提升了三
倍，团队‘作战’效率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陶勇希望把过去的经
验变得可传承、可发展，因此必须要
做科技成果转化，不停研发新的科技
手段来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此
外，他还希望通过投身公益给视障人
群带去更多的温暖，让医学变成有
温 度 的“人学”。陶勇说，以前他的

“圆心”是医院，“半径”是诊室、药房和
手术室，现在他的“圆心”还是医院，
但“半径”增加了科技、科普和公益，
他的“目标更加清晰了，天花板也更
高了”。

握住科技这把“手术刀”

出版《保护眼睛大作战》科普漫画、
参加眼科健康科普直播讲座、以“虚拟
数字人”形式录制科普短视频……近年
来，陶勇步履不停，利用多个平台分
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

“最好的医生应该是预防在前，把
疾病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最佳的治疗
方式，科普则是实现治未病最有效的
手段。”陶勇表示，无论是服用保健
药，还是做医学干预，都成本高昂且
必须承担可能的副作用，但是聆听科
普却简单有效，通过改变人的习惯，
帮助其重回健康的轨道，从而远离疾
病，“我热爱科普，也是希望到医院治
疗的患者越来越少。”

天下无盲，是陶勇作为眼科医生
至高至纯的理想。

2020 年还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陶
勇单手敲完了 《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
用》 一书的后记。这本超过 13 万字的
著作，是他对日常一手诊治病例的总
结梳理。那时他颅内有水肿，还伴有
出血，他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想
做的事，就要趁早去做，比如握住科

技这把更厉害的“手术刀”。
在陶勇看来，AI 辅助和精准诊疗

是眼科的未来。早在 2011 年，陶勇就
利用眼内液检测技术，成功帮助一位
新婚不久患上白血病的小伙子提前诊
断出眼部巨细胞病毒感染并及时治
疗，帮助他重获光明。这是陶勇第一
次真正将眼内液检测技术应用于临
床。此后多年，他和团队一直不断打
磨和升级这项检测技术。

目前，《眼内液检测的临床应用》
已经出版，眼内液检测专家形成共
识，相关内容被写入眼科学教材。陶
勇团队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眼内液检
测技术，可以提供 600 多项眼内液检
测，填补了我国眼内液检测系统性方
案的空白，整体技术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如今，眼内液检测技术已推广到
全国 700家医院，累计帮助 8万多名疑
难眼病患者。

多年的眼科医生工作让陶勇深切
地意识到，中国视障人士群体数量庞
大，然而医疗总有局限，专业医疗并
不能给他们提供全部帮助。对于医学
暂时无法帮助的病人来说，心中怀有
希望，比眼中拥有光明更加重要。

于是，在 2021 年初，陶勇和一些
视障公益领域的合作伙伴联合发起了

“光 M（芒/盲）计划”，利用科普、人文
和公益的手段帮助视障群体，从扫除

“眼盲”到扫除“心盲”，使他们得到
心理关爱、生活重建、职业培训和再
就业指导，甚至全生命周期的关怀。

“现在我的工作量和精力是匹配
的、基本饱和的，我很享受当下的状
态。”陶勇说，有了“光M计划”，他过得
很充实。在“天下无盲”这一从未动摇
的医学理想面前，陶勇逐渐找到了自
己的新坐标。而无论他具体做什么，
始终围绕着一个目标：“我把光明捧在
手中，照亮每一个人的脸庞。”

今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
际，北京朝阳医院眼科主任
医师陶勇在其个人微博晒出
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身
着手术服，戴着色彩鲜艳的
手术帽，正在专注地进行手
术。看起来似乎是一张平平
无奇的照片，却获得网友点
赞十几万次，无数祝福涌进
留言区：“太好了”“替您高
兴”“祝您一切顺利”……

这是陶勇受伤后，第一

次公开自己在手术室的身
影。3年多前，一起恶性伤医
事件让他走入公众视野。对
这位把医学当信仰、以“天下
无盲”为愿景的大夫，人们了
解得越多，越心疼他遭此横
祸，越害怕他从此一蹶不振。

3年多时间过去，许多人
惦念着陶勇，他从伤医事件
的阴影中走出来了吗？他现
在一切都好吗？他将如何继
续他的医学事业？

“我们需要帮助老年人创造丰富多
彩的生活，让他们享受生活的快乐、生
命的价值，这正是健康老龄化的意义所
在，也是我们探索新时代新型康养体系
的关键。”在近日举办的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2023 中国国际康养健康
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老年医学学会
会长范利这样说。

中国老龄协会政策研究部主任孔
伟表示，促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
结合，是重大民生问题，是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的长久之计，应加快推进
新时代医养结合工作，实现中国式养
老的高质量发展。

什么样的康养方式才是更好的养
老方式？范利表示，老年慢病管理是现
代康养不可或缺的元素，智能医疗赋
能老年慢病管理势在必行。与此同
时，需要培养老年人主动健康的理
念，使他们获得持续的健康能力、拥
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在范利看来，要创建适合中国国
情的现代康养模式，建立“六全”保健理
念，即全人管理、全程管理、全域管理、
全方位服务、全科医师护士培训、全
民健康教育目标；与此同时，还要建
立“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
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定疗护”六位
一体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从生命科
学、生物技术、现代科技、医体融
合、医养结合、社会人文这6个相关领
域进行整合凝聚。通过“医疗资源+精
神文化资源+养老资源”有机结合，充
分挖掘激发老人自身潜力和动力，从
而使老年人树立积极老龄观心态，自
由、自在、自理地活着。

“老年医学的康养结合能最大程度
地维护和恢复老年人的功能，提高生
活质量，将失能延迟到生命的终末期。”
范利说，目前医养人才相对缺乏，还要
建立老年医学与照护三级培训体系，
培养为老年人服务的全科医生。

“兜底养老有政府，高端养老有市
场，但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
养老服务任重道远。”中国康养集团董
事长朱跃说，他们积极推动形成“政府
企业协同发力、城市农村齐抓共管、科
技养老深度融合”的服务模式。

“依托强大医疗能力与运营能力的
新型医养结合体系，将成为康养行业的
刚需。”新里程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林杨林表示，新里程健康
集团探索医养结合转型，构建“防病+控病+治疗+康复+养老”
五位一体的“防控治康养”模式，实现医疗能力与运营能力、
医疗支撑与综合照护、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的“三个结合”。
这一模式先后在集团旗下东营鸿港医院和洛阳新里程医院运
行实施。

论坛上，由北京老年医院牵头编制的团体标准《老年医院
建设基本要求》发布。北京老年医院院长禹震介绍，这一标准
旨在推进老年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填补老年健康服务标准空
白。该标准由北京老年医院等10多家单位起草，对老年医院的
建设原则、老年医院床位规模、建筑设施、科室设置、人员配备
等基本要求做出规定。

本次论坛以“新时代新型康养体系的探索与实践”为主题，
由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世界贸易中心协会、中国老年医学学
会、北京服务贸易协会主办，《经济参考报》 新华健康信息服
务平台、北京服务贸易协会秘书处承办，北京健康文化促进
会协办。 （申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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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陈渡归） 增
加新研究证据、更新流感防控
有关政策和措施、更新2023至
2024 年度国内上市使用的流感
疫苗种类与接种建议……近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中
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

（2023-2024）》，为更好地指导
我国流感预防控制和疫苗使用
工作作出指引。

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
处有关专家表示，流行性感冒
是流感病毒引起的对人类健康
危害严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
感。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和
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流
感后危害更为严重，在学校、
托幼机构和养老院等人群聚集
的场所易发生流感暴发疫情。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

流感、降低流感相关重症和死
亡负担的有效手段。新版指南
明确，建议所有≥6 月龄且无
接种禁忌的人都应接种流感疫
苗。优先推荐包括医务人员、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
多种慢性病人群、6至59月龄儿
童及其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等
重点和高风险人群及时接种。

根据新版指南，在接种剂次
方面，对于流感病毒灭活疫苗，
建议 6 月龄至 8 岁儿童，如既往
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
时，应接种 2 剂次，间隔≥4 周；
2022至2023年度或以前接种过
1 剂次或以上流感疫苗，则接
种1剂次；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
人无论是否既往接种过流感疫
苗仅需接种 1 剂次。对于流感
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是否接
种过流感疫苗，仅接种1剂次。

新版流感疫苗接种指南发布

近年来，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探索实施“医养结合”等
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医疗康养、上门照料、文化娱乐等
服务，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感。

图为近日在双滦区一家养老服务中心，老人在音乐教
室学习。 王立群摄 （新华社发）

健康视线

10 余年来，山东省临
沂市兰山区中医志愿者韩
洪光发挥自身中医专业特
长，为沂蒙山区 50余个村
庄 1000 余名群众开展义
诊。他的家属胡海峰作为
乡村医生，也利用业余时
间加入到义诊工作中，成
为一对护航沂蒙山区村民
健康的“医生夫妻”。

图①：9 月 5 日，韩洪
光（左三）为当地半程镇
大峪村村民提供中医针
灸治疗。

图②：9月5日，韩洪光
在去大峪村义诊的路上。

李结义摄
（人民视觉）

十载义诊路 爱撒沂蒙山

8月 15日，陶勇在其个人微博晒出这张照片。这是他自受伤后，第一次
公开自己在手术室的身影。 本文配图均由受访者提供

①① ②②

陶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