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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线故事

■本报记者 唐闻佳

■本报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我想，这真的很孤独。她一个人

住了两次院。”这并非小说的结尾，而

是一名上海医生“日记版”的患者真实

故事记录。

故事讲述了一名年轻女子“胸片

结果不太好”，这名上海医生在她出

院之际提醒：趁着有病假，出院后要

去综合医院看看肺上的情况。半年

后，女子回到诊室，对医生的叮嘱千恩

万谢——她后来在瑞金医院查出肺

癌，已开刀。

“又是小胖鸡医生缝缝补补世界

的一天。”这篇短文下，不少网友敲下

这行字。这名医生是复旦大学附属眼

耳鼻喉科医院（上海市五官科医院）80

后眼科医生舒秦蒙，“小胖鸡”是他的

网名，他时常在网上记录下从医的所

遇所感，在网上，已有33万网友为他

“点赞”，20多万网友在他的文章下诉

说着治愈自己、治愈别人的故事。

为何会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如何

看待“走红之后”、如何理解当医生这

件事，记者与援滇一年期满返沪的“小

胖鸡”聊了聊。

聊走红暖文
患者的信任和肯定很珍

贵，“其实我也要谢谢他”

至今单篇点赞已突破24万，“小

胖鸡”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他走了二

十公里来看病》，突然火了。这篇最初

于今年5月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短文记

录了一名“几乎踩着门诊结束时间”来

看病的患者故事。

50多岁的男子，黝黑的皮肤……

患者眼内严重出血，而当日B超等门

诊检查已基本结束，舒秦蒙忍不住问：

“你不能早点出发吗？”

男子说，很早就从山里出来了，花费

了一上午、走了二十多公里到县医院，县

里医生说看不了，推荐他来上海看，随后

他坐车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复旦大学附

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抵达门诊时就已接

近医生下班时间。

“小胖鸡”惊讶于这名患者“走了二

十多公里看病”，听到患者说“医生，我干

活的时候汗老流进眼睛里，辣得痛”，知

道患者带的钱很有限，“小胖鸡”跑进一

间诊室，凑了近10瓶检查用的硼酸洗眼

液送他，“够你用很久了”。

又是一个快下班的门诊日，“小胖

鸡”的诊室里进来一名眼内出血恢复

得很好的男子，翻看着病历记录，“小

胖鸡”认出了自己的笔迹。“你找我看

过？”“是啊，你送过我眼药水”“我想谢

谢你”。

质朴的文字，收获20多万网友评

论，很多人在这个故事下留言“看哭

了”。其实，这是舒秦蒙门诊记录的一则

旧文。2012年进医院工作后，舒秦蒙喜

欢在工作之余记下特别的人与事，《三年

后，他带着妻儿来谢谢医生》《他说他儿

子今天生日》……

为什么会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舒秦

蒙笑言，总不能老在朋友圈“抒情”吧。

对这名青年医生而言，在社交平台

上发文类似给自己挖一个“树洞”。“临床

上要学的很多，能做的却不多。常常是

挫败，偶尔有成就。能真正帮助到患者，

得到患者的信任和肯定非常珍贵。我会

深深记得。”谈及这名男患者，他说，“他

好了起来，对我信任、感激，也给了我成

就感，我也要谢谢他。”

聊大山里当医生
“我们要更主动些，去改

善基层病人的情况”

舒秦蒙的记录里，有许多医院前辈、

同仁的身影。《三年后，他带着妻儿来谢

谢医生》讲述了徐格致教授的行医故事，

《韩先生》里手术中“动作极轻”的医生是

江睿主任医师，《一位没钱治病的中年

人》中，支持为经济困难患者开展简易术

式、节省医疗费用的上级医生名叫孙中

萃……在舒秦蒙的眼里，医院的前辈大

多“低调而有本事”，他们中有的年逾八

旬仍耐心与年轻的进修医生探讨学术，

有的会在手术笔记里写下“这个孩子的

玻璃体液化的程度令我感到讶异”，有的

在门诊或手术中手把手仔细带教后辈。

他说：“那些勤勉付出的前辈总在影

响着我。”

2022年7月，舒秦蒙作为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第二批援滇医疗队

队员，前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富宁县人民医院开展援滇医疗工作。富

宁是一个边境县，也是全国有名的八角

产地。不过，当地人的健康意识、当地的

医疗资源都相对匮乏。舒秦蒙遇到过一

名独居老人，做农活时被叶子划伤了角

膜，植物和泥土中混杂的大量真菌导致

老人出现真菌性角膜溃疡。找到舒秦蒙

时，老人的角膜溃疡已很严重，再不控制

感染，眼球有可能保不住。

在当地，抗真菌药物比较匮乏。舒秦

蒙赶紧联系了上海医院的同事，购买抗

真菌药邮寄到山里，给老人用上，所幸，

用药及时，角膜感染得到了有效控制。

“当地病人很淳朴，对医生天然地信

任，而他们对病痛的忍耐能力令人吃

惊。”走进大山，令舒秦蒙直面基层百姓

的看病路，“乡镇村之间的距离很远，他

们从山里走到县城就很不容易了，赶路

几十公里来县里看病很常见。”

交通不便、病人能忍、健康意识欠

缺，舒秦蒙时常遇到令他遗憾的病例，

“终末期的情况比在上海多得多。”在当

地医院和政府的支持下，他和同事们常

常下乡巡回医疗，去乡镇义诊，“在上海，

我们往往是等着病人上门，但在这里，我

们医生要更主动些，才能一点点去改善

基层病人的情况。”

聊未来行医路
“我会在能力范围内更加

温和、更有耐心”

回到上海，舒秦蒙依然会时不时发

文，不过更新频率有所减慢，连他自己也

说“越来越忙了”。这并不影响网友们持

续在他的社交平台账号下留言。

有人因为他的记录而写下就医时身

为患者的共鸣：“希望每个医生都能多点

耐心。我自己去看过医生，小心翼翼，很

卑微，希望医生们尽量体谅患者。”有医

学生写道：“今年要大一，希望也可以做

一个能帮助很多人的医生。”有人自言焦

虑症已一年，经常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看

了“小胖鸡”的文字，“此时此刻足以让我

忘记明天可能出现的风浪”。有人说，在

这里“看到了医者仁心，这世界还是有很

多暖心的瞬间”。

更多人感谢“小胖鸡”，写下自己的

从业故事、人生故事，一名医生的“树洞”

没想到成为许多都市人的“树洞”。留言

里，反复出现着一句话：“即使世界有时

破破烂烂，总有人愿意缝缝补补。”

舒秦蒙至今还会翻看《他走了二十

公里来看病》，看盖起高楼的留言、评论。

“起初有点慌，更多是受宠若惊。工作中

很多时候是一念之差，如果那天因为焦

躁、任性拒绝了他，我应该会很自责吧。”

面对外界的关注和褒奖，舒秦蒙保

持着清醒，“我只是一名普通医生，跟着

前辈学看门诊，和同仁一起成长，对患者

负责、关心是本来就应该做、且大家都在

做的。记录的这些人与事更让我认识到，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并不知道患者克服

了哪些困难来到门诊。今后的门诊中，我

会在能力范围内更加温和、更有耐心。”

与  后眼科医生舒秦蒙聊聊那些“治愈自己、治愈别人的故事”

这名上海医生在社交平台挖了个“树洞”……

▲舒秦蒙（左）下乡义诊。

 舒秦蒙（右二）与同事共赴云

南省富宁县开展援滇医疗工作。

（均受访者供图）
制图：张继

一杯酱香拿铁“承包”了昨天的微信

朋友圈。许久没露面的朋友们也开始晒

图评论，调侃茅台与咖啡的奇妙组合——

这引来更多人感慨：朋友圈好像回来了。

这两天，“为什么好多人都消失在朋

友圈了”成为社交平台上的热聊话题，

还曾冲上热搜榜首。“你发朋友圈的频率

有多高”“发朋友圈会设置分组吗”等衍

生话题不断发酵。网友有网友的聚焦

点，学者则关注到了另一面，采访中有

专家认为：由于微信朋友圈属性不断演

变，更多社交平台的兴起也给朋友圈带

来了竞争与挑战，人们应更理性接受、

对待这样的变化，“分享的同时，更要注

意隐私保护，把握好如何对待‘最熟悉

的陌生人’。”

朋友圈里不再住着“朋友”

关于朋友圈的讨论常会伴着热点事

件而兴起：近期，一位妈妈在朋友圈分

享了孩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点赞者

寥寥，更多的是“冷嘲热讽”，甚至有

朋友觉得这是在炫耀，对其他小孩不公

平……

“为什么连点赞都要变得小心翼翼？”

网友们的拷问引出如今朋友圈的尴尬：带

有社交属性的“半生不熟”社交工具。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

员曾燕波剖析，一开始微信的出现是为

了联系老友，也成为朋友间的一种纽

带，而后，大家开始在朋友圈分享日常

生活及感悟，也往往能获得“老朋友”

的关注。

“但现在，微信作为在线即刻通信工

具的一种，其工作属性越来越强，因业缘

关系等加上的好友不少，导致每个人的微

信朋友特别多，而加上之后很少联系甚至

从不联系的大有人在。”曾燕波说，每次外

出讲课就会收获一堆好友，其中大部分人

后续的对话框都没有更新，成为朋友圈

“最熟悉的陌生人”。

朋友圈终究是个“圈”。有网友认为，

当领导、同事、同行都成为微信好友，朋友

圈反而成了一种立人设的“秀场”。比如，

有人经常发布早出晚归的内容营造“辛勤

工作”的人设；为了彰显与众不同，分享茶

艺插花的“高品质”人设……因此朋友圈

不再具有“自主选择权”，也由此诞生了诸

多“点赞顾虑”“评论顾虑”。

与其盯着手机，不如享受当下

有数据显示：每天有40%的人没打开微信朋友圈，90%的人只

看不发。

曾在腾讯工作、长期关注社交媒体发展的专家张孝荣认为，

“不发朋友圈”这一话题时有讨论，其背后就是因为朋友圈内容变

得无聊了。随着抖音、今日头条等社交平台的兴起，不少人也愿意

在这些平台上做各类分享。

朋友圈已不再具有“隐私性”，有网友抱怨这样的窘境：“要么

流量不够，要么隐私不足。”所以，这给在朋友圈分享带来了考验与

挑战，有时也会存有安全隐患。比如，出门旅游晒出飞机票——你

的航班号、身份信息很容易被不法分子掌握。

曾燕波提示，越来越多诈骗术潜入朋友圈，尤其是青少年很难

辨别真假，更不用说“盗号”等情况出现。“分享，容易惹上不必要的

麻烦。”

“‘最熟悉的陌生人’变多了，与其天天盯着手机刷圈，不如享

受当下生活。”一位网友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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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原本濒临绝种的云南古茶十里

香，如今焕发出新的生机。在华东理工大

学化学学院王利民教授指导下，师生用化

学方法从中自然提取出茶精油、茶香氛，制

成“十里华香”淡香水。目前，王利民团队

正牵手上海百雀羚日用化学有限公司联合

开发形成具有东方茶香的国潮美妆日化，

蕴含茶香的面膜等洗护产品即将面世。

四年多来，王利民带领学生让这款非

遗茶叶从云南、从小小的茶碗中走到更广

阔的天地，而这个项目也让更多年轻人产

生了对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兴趣，如今他带

教的本科生里就有一名叶雕非遗传承人，

还有一名博士生是撕纸非遗传承人。随着

国潮风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参

与到非遗文化传承和推广的队伍中，让非

遗文化走进大众生活。

让宝藏茶的香味飘到更远
的地方

王利民与十里香的初次结缘，还是在

2019年暑期。彼时，他带领大学生实践团

队到访昆明茶厂，这种散发着桂花香的茶

叶瞬间吸引了他。

十里香茶是云南高香型茶之一，种植

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明清时曾作为贡

品茶，《昆明市志》记载“吃水要吃吴井水，

喝茶要喝十里香”，民间也有“一杯十里香，

满屋皆飘香”等佳话流传。2018年，十里

香茶入选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

近年来，受限于传播方式，十里香的知名度

远低于大叶种普洱茶。

了解到这一情况，王利民和学生当即

将采摘的茶叶原叶、茶籽、茶花、红茶、绿茶

等原料寄回上海的实验室。检测发现，十

里香茶叶的香气组分要多于普通茶叶，十

里香红茶的香叶醇和芳樟醇含量明显高于

普通红茶，十里香绿茶的香叶醇、茉莉酮等

一些特征香气组分含量也高于普通绿茶。

“这是宝藏茶呀！”手握实验数据，王利

民和学生兴奋难耐。纯天然的东方茶香，

能否利用化学方法自然提取，在衍生产品

中还原？当天小组便开始头脑风暴，大家

一致同意研发一款茶香型香水。而后，“十

里华香”淡香水问世，在校内广受好评。除

了香水，王利民还试水洗护产品，研制出

“华理香”洗手液。

历经4年不断合作研发，如今，十里香

又有了新动向。师生正提取茶精油、茶香

氛，用以开发下游产品。王利民团队成员

介绍，下游产品不仅包括茶叶香水、茶籽油

润唇膏、茶多酚护手霜、茶树精华护发素、

高山茶花面膜、氨基酸洁面皂等化妆品，还

有茶粉洗涤包、茶基洗手液、茶功能牙膏等

日化产品。

科学家精神鼓舞年轻一代
做好非遗传承

“很多非遗文化流传至今都有着前辈

的诸多心血，如果没有云南农业大学退

休教授张芳赐的抢救，世间恐怕已无十

里香。”王利民告诉记者，“但是，如今要

继续传承、推广，说到底还是离不开年轻

一代。”

今年暑假，王利民特意带学生拜访了

张芳赐。这位老人是云南茶叶领域高等教

育的创始人、茶树品种资源的发掘者与呵

护者、昆明十里香茶的保护和研究者……

“可以说，提起昆明传统名茶，便不得不提

张芳赐。”王利民说，张芳赐拯救十里香的

故事，不仅仅是科学家精神最好的体现，更

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中华文化的尊重。

原来，清同治年间，昆明的十里香茶园

惨遭焚烧，损毁严重，曾被列为皇家贡品的

十里香茶一度难觅芳踪。上世纪50年代，

毕业于安徽农学院茶学专业的张芳赐来云

南支援边疆建设时，原产地只有几棵茶树，

茶园一片荒芜。正是张芳赐开展了对十里

香茶的保种、选育研究工作。2005年，终

于从8个类型中培育出成熟的十里香1号

种和3号种，并于2008年在当地农业局支

持帮助下，在石林建立了百亩十里香茶保

护基地，十里香茶终于得到有效保护。

感动于老一辈学者的努力，华理的云

南籍大学生收集补全了许多历史资料，还

联系了著名连环画家罗希贤，合作将复活

十里香的故事制作成卡通连环画。团队希

望通过特色民族包装以及连环画的宣传形

式，带给消费者全新体验。

“以前，非遗多由老一辈手艺人掌握，他

们文化程度有限，缺乏拓宽非遗传播的现代

化视野和技术手段，这也很难让非遗进入年

轻人‘生活圈’。”王利民介绍，他已连续5年

面向全校师生开设通识课《艺术与化学》。

在这节课上，学生需要从中草药以及各类非

遗文化中汲取灵感，制作口红、香水等实体

产品。如今，他带教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均

有非遗传承人。

培养新一代非遗传承人，沪
上高校在行动

保护非遗，从培养非遗传承人开始。如

今沪上多所高校不仅鼓励大学生返乡用所

学助力家乡非遗传承，还通过带教非遗传承

人的形式，让年轻一代打开非遗传承的无限

可能。

潘胜紫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一名00后

水族女大学生。在她的家乡三都水族自治

县，不仅有被称为象形文字“活化石”的水书

文字，还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

马尾绣。但在上海求学时，她发现，身边大

部分人仍然对其民族文化知之甚少。在学

校老师鼓励下，潘胜紫坚定地开启了以水族

非遗文化为基础的非遗宣传和创业之路。

今年暑期，潘胜紫在上海接受了创业培

训。她还组织了一支大学生实践团在三都

开展实地调研。调研期间，大学生们不仅帮

助马尾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宋水仙开通电

商直播，还提供了线下研学和线上直播销售

相结合的新发展方案。“家乡的优秀文化遗

产应该让更多人共享。我们正在以纪录片

拍摄等方式持续助力三都非遗的传承和产

业发展。”潘胜紫说，“只要改变非遗‘土里土

气’的刻板印象，古老的技艺完全有可能在

我们这代人手中焕发新生。”

在东华大学，学校开设了非遗研修班，

为非遗传承人提供深造计划。95后布依族

非遗文化传承人王良洪正是通过研修，找到

了非遗传承的新路：建立传统纹样数据库，

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吸引更多人，为全世界

的设计师提供灵感。

沪上高校以科技赋能云南历史名茶十里香，相关美妆衍生品将面世

青年金点子让非遗焕新走入寻常百姓家

本报讯 （记者张鹏）新学期，上海11
位院士、科学家大咖将走进徐汇区中小学

校园，通过科普讲座、指导学生课题、培训

科技教师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想

象力和探求欲，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供

支持。

记者从徐汇区教育局获悉，科学家进

校园活动共邀请11位院士、科学家领衔导

师团队参与活动，专业领域涵盖生物技术、

信息技术、电子电气、人工智能、航空航天、

化工新材料、核能核电等。中国科学院院

士沈文庆、陈凯先、唐勇，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国家重大专项C919大型客机总设计师吴

光辉等都榜上有名。

活动搭建了“线上+线下”连同的展示平

台，通过“科普讲座+科学课程+科创课题”的

阶梯式科学教育模式，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和

学生科学素养，提高学校科学教育质量。比

如，科普活动进校园中，院士、科学家领衔导

师团队将以科普讲座、与科学家对话等形式，

讲解前沿科学技术，讲述科学家故事，传递科

学家精神。徐汇区中小学还根据各校科技特

色选择相应的科学教育资源包，结合“双减”

课后服务、社团活动等开设科学课程。据悉，

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还将在全区开展科学

沙龙、科学家故事众创空间、云端见面会、梦

幻联动——科学秀等活动，着重打造1—2项

优秀品牌活动。

为提升全区科学教师团队的整体力

量，徐汇区将开发科学教育资源包，组织

院士、科学家导师团队对科学教师开展培

训，让教师了解最新的科学技术、科学研

究方法、科学理念，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以

及学校科学教育质量。对相关领域感兴趣

的青少年群体，还能得到院士、科学家团

队的全程辅导。

此次活动由徐汇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徐

汇区学生发展中心）组织，面向所有徐汇区中

小学生开展。

徐汇区邀请  位院士、科学家开讲科普讲座、
指导学生课题、培训科技教师

科学大咖走进中小学传播高科技

王利民团队从十里香茶中提取天然茶香，研发系列国潮美妆日化。（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