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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生王增涛每台手术都自我要求出精品

从医25年，从未收取病人红包
本报记者 李飞

没有休息日

工作中获得成就感

“你的工作将会占据你
人生大部分时间，因此获得
成就感的唯一途径就是做你
自己认为是伟大的工作。”这
是王增涛的QQ签名，他引
用乔布斯的这句话，来表达
自己对工作的热爱。

“他没有休息日，周末也
如此。”16日，王增涛的博士研
究生，南方医科大学的侯致典
告诉记者。作为一名白衣使
者，王增涛一直做着他认为很
有意义的事情——— 帮无数“折
翼的鸟儿”重新展翅。

今年6月23日，随父母
来济南打工的一名 10个月
大的女婴，被精神病发作的
姥姥剪断双手。受伤 8小时
是否还能挽救？王增涛做到
了，他和手足外科的多名医
生一起努力，不仅保住了孩
子的生命，还成功地保全了
她的双手，成功再植。

“不但要救命，还要保肢
恢复功能。”20余名医护人员
参与手术和救治，经过17个小
时的手术，保住了孩子的性命
和双手，手术共吻合6根神经，
10根血管，48根肌腱。“这是世
界上最小年龄幼儿双腕离断
再植成活的手术”。

每台手术

都自我要求出精品

工作20余年，王增涛帮
助了多少“折翼的鸟儿”重新
展翅，他已记不清了。

2010年，舟曲18岁女孩
苏凤蕾被泥石流压断双腿，
当时卫生部组织专家7次会
诊，均一致主张截肢。但随后
赶到医院的王增涛力排众
议，主张“保肢”。“叔叔，求求
你们，别锯我的腿，我已经失
去了父母，失去了家，不能再
没有腿了！”最终，他成功地
为女孩实施了保肢手术，保
住了双腿。

每周，王增涛都要给手

足病患者做手术，有时，一台
复杂的手术要连续做十几个
小时。他说，最长的一次手
术，整整做了 30个小时。世
界首创手指全形再造手术、
世界首例深低温保存断指再
植案例……王增涛说，对待
每一例手术，他都要求自己

“做一台手术，出一个精品。”

拒收红包

捐钱成立爱心基金

“王主任是我见过的最好
的医生，他看过的病号都对他
很称赞。”侯致典告诉记者，王
增涛经常安排他们和患者联
系，提醒来院复查。“有时候病
人的手机欠费停机，他都给病
人的手机充话费。”

王增涛说，工作25年，
自己从未收过患者一分钱的
红包，也从不收厂家的回扣。
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
求科里的医生和护士。“我不
管别的医生如何，我内心有
自己坚持的底线和做事的标
准。”作为主任医师，今年48
岁的他至今还没有买上房
子，依然租住在单位提供的
住所里。

2008年6月，济南市民
张先生手臂受重伤，被送到
省立医院手足外科，经过12
个小时的手术，张先生的手
臂保住了。病愈出院的张先
生返回医院，拿出十万元钱
表示感谢，被当时的医生拒
绝。后来他又找到手足外科
主任王增涛，要把这笔钱捐
给科里，作为科研经费，再次
遭到拒绝。

王增涛说，在与张先生
的沟通中，聊到有些手足受
伤的病人，因为没钱治疗或
者治疗不及时，最后落下残
疾。王增涛建议张先生用这
笔钱成立爱心基金，帮助更
多的病人。最终，王增涛和科
里的医生、护士也纷纷捐钱，
成立了“手足情深爱心基
金”。“基金专门用于贫苦的、
善良的、有上进心的病人。”
王增涛说，基金成立至今，已
救助患者十多人。

本报12月17日讯（见
习记者 肖龙凤）本报寄
出的首批“新年新衣”12月
17日抵达甘肃贫困孩子手
中，甘肃省通渭县义岗中
学八(1)班的40名学生穿
上了崭新的羽绒服，身着
新衣的孩子们通过本报向
爱心企业及人士表达感
谢。

17日，甘肃省通渭县
义岗中学八(1)班班主任
段老师向本报发来了孩子
们穿上新衣的照片，孩子
们欢欢喜喜地穿上了崭新
的羽绒服，爱干净的女学
生还专门带上了套袖，“新
衣服，过年的时候穿，不能

脏了。”段老师说，近几天，
当地的最低气温已经降至
零下10℃左右，这批新衣
对衣衫单薄的孩子们来说
无异于雪中送炭，段老师
通过本报向捐赠新衣的山
东恒协经贸有限公司转达
了全班师生的感谢。

据段老师介绍，上周
四他们收到了义岗镇邮局
的取包裹通知，一直等到
周末学生们回家了，他才
有时间推着架子车去取包
裹。“今天早晨第一节课是
我的语文课，就赶紧给孩
子们发下去了。”发完衣服
后，段老师专门在黑板上
写了“心中驻爱、世间有

情，好好学习、立志成才，
报效祖国、感恩社会”24
个字，告诉孩子们要铭记
爱心，努力成长成才。

1 1 月下旬，本报张
刚大篷车与腾讯网联合
开展的“新年新衣”公益
活动启动后，段老师通过
微博向本报求助，希望为
该班 40名学生解决过冬
棉衣问题。山东恒协经贸
有限公司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为该班每名学生捐
赠了一件新羽绒服。1 7
日，记者网上查询得知，
寄往青海、西藏、新疆的

“新年新衣”包裹，目前仍
在送达的路上。

38岁的李涛爱管“闲事”是出了
名的。李涛的笔名叫“公车”，是因为
最初他关注公车乱停放问题。李涛
原先从事物流运输工作，“每天在
外面开着车跑，哪些地方存在问题
比较清楚。”2006年，李涛辞去了物
流运输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

不管从事什么工作，李涛遇到
问题总爱管一管。前段时间，李涛
来市区办事，下午从市立五院乘车
返回时，发现附近道路乱停车现象
严重。“只图自己方便，不顾公共交
通，这怎么能行？”李涛电话报了警，
交警赶来后，李涛帮着贴罚单、取
证，一个半小时后，他才乘车返回
长清。

李涛管的“闲事”不胜枚举。发
现孩子经常到学校门口买五毛钱
一包的零食，有一次孩子的嘴被染
紫了，李涛意识到食品添加色素
了，于是跑了很多地方调查此事，
最后向工商局进行了举报。

李涛是12345市民热线的常客，
从事物流运输行业时，随时发现问
题，随时向热线反映。园博园开工建
设时，李涛就向有关部门反映，通向

园博园的道路上可以设置广告牌，
有利于外地游客了解济南，也有利
于宣传济南旅游资源，这一建议得
到了有关部门的认可并实施。

从小生活在农村，李涛知道
农村孩子的困难，知道很多农村
孩子课外书籍缺乏，2011年10月
他和长清区图书馆合作创办了

“小桔灯”乡村爱心图书室。
李涛告诉记者：“第一次花150

元买了13本书，主要是一些文史、科
学、艺术方面的书。”李涛每年收入
两三万元，很大一部分都搭在了图
书室上。一个人的力量微薄，他和
长清区图书馆合作，利用图书馆的
力量为孩子提供更多书籍。他还到
条件好的学校发起募捐，和车友会
合作，通过车友的力量运书。李涛介
绍，“小桔灯”乡村爱心流动图书室
已在五峰北黄小学、张夏桃园村、长
清七中、归德王魏小学建立了四处
流动借阅点，还通过本报捐赠给微
山湖贫困小学238册图书。

李涛打算进一步扩大爱心图
书室活动范围，逐步覆盖到全区
10个街镇的小学。

“做一台手术，出一个精品；看一个病人，交一个

朋友。”这是省立医院手足外科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增

涛的座右铭。王增涛在世界上首创手指全形再造手

术，工作25年，王增涛从未收患者一分钱的红包，48岁

的他依然租房居住，却拿出钱来共同成立爱心基金，

帮助那些无钱治病的人。

王增涛在工作中。 照片由王增涛提供

爱管“闲事”的李涛关注农村孩子读书

“小桔灯”图书室为孩子圆梦
文/片 见习记者 蒋龙龙 本报记者 马云云

李涛整理的建议。

本报寄出的首批“新年新衣”到达甘肃

西部40名贫困孩子穿上新衣了

17日，甘肃通渭县义岗中学八(1)班的孩子们高高兴兴
地穿上了新衣服。 照片由班主任段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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