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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青岛4月6日讯(记者
杨林 ) 日前，青岛首次从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国际眼库
进口了10只眼角膜并移植给
国内患者。眼角膜细胞活性
只有10天左右，要求进口速
度越快越好。今后青岛将持
续进口眼角膜，解决国内眼
角膜捐献不足的难题。

6日，青岛眼科医院眼库
主任高华正在给张丽慧复查
左眼，张丽慧的左眼已经移
植进新的角膜，让人意想不
到的是，这只角膜来自遥远
的美国西雅图国际眼库。在
接受移植之前，患有双眼圆
锥角膜的张丽慧因为眼疼、
畏光无法上学，辗转国内多

家医院都没有可供移植用的
眼角膜。

4月1日下午，载着来自美
国西雅图的10只眼角膜的航
班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由于
眼角膜从人体上取下后细胞
存活期只有10天左右，青岛眼
科医院工作人员迅速赶到机
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海关
工作人员快速核对资料并为
眼角膜入境开通了“绿色通
道”。当晚11点，青岛眼科医院
角膜病科医生连夜手术，为5
位患者植入了“洋角膜”。

“这次是青岛首次从国外
进口眼角膜。”高华说，眼角膜
进口最讲究的是“快”，从人体
上取下的眼角膜细胞存活期

大都在10天左右，为了保持眼
角膜的活性，用了特殊的眼角
膜保存液，保存液可以供给眼
角膜所需的营养。眼角膜被固
定在装有保存液的器皿中，然
后放进装有冰袋的泡沫箱。国
际眼库的工作人员通过仔细
挑选才定下来这10只要出口
的眼角膜，保证眼角膜活性
好、无污染。

“角膜移植没有地域、人
种、年龄、性别的局限，角膜
成分都是一样的。”高华介
绍，眼角膜是眼睛前部无色
透明的表层，像透明的镜头，
上面没有血管，是人眼的主
要构成元素，常见的眼角膜
症状为眼角膜因疾病、外伤、

感染变得混浊，或其他原因
视力会骤然下降。

据了解，接受移植的患者
购买一只“洋角膜”的费用为
1500美元，比使用国内捐赠的
眼角膜花费高，此外患者还要
支付移植手术的费用。

高华说，通过和国家眼
库的首次合作，青岛了解了
眼角膜进口的所有环节，今
后每隔一至两个月，青岛眼
科 医 院 都 会 进 口 一 批 眼 角
膜，每批进口眼角膜的数量
以国际眼库当时能提供的数
量为准。

据了解，除青岛外，目前
国内还有广州、温州、深圳等
地开展了眼角膜进口。

本报泰安4月6日讯 (记者 王
世腾 ) 5日，一旅客乘坐高铁时突
发胃出血，高铁泰安站值班站长紧
急联系120，以最快速度赶到站台，
将旅客送往医院。

5日13点25分，京沪高铁泰安站
接到G116次列车长的电话。“G116

次2车厢有一位到济南西站的旅客
忽然吐血，可能是胃出血，需在泰安
站紧急下车医治。”泰安站值班站长
邹娴接到通知后，马上联系120急救
中心，10分钟后，120急救车赶到泰
安站候车室门口。泰安站开通绿色
通道，从进站口引导医护人员进站，
并提前在1站台2号车厢位置等候。
13点46分G116次列车驶入泰安站，
列车停稳后，值班站长邹娴与列车
长办理交接，与此同时值班员谷晓
伟与客运员赵玉琛将旅客抬上担
架，并与医护人员一同将旅客抬上
120急救车。

本报记者 谭正正
通讯员 魏龙飞

吴菲2012年7月从枣庄学
院毕业后，考取了大学生村
官，来到滨州市沾化县大高镇
南耿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一年半
以来，她踏实工作，赢得了干部
群众的一致认可。她把农村当做

最好的课堂，将村民当做自己的
家人。吴菲最常说的是“我选择
来到这里，我就是村里的人”。

工作伊始，沾化县遭遇
“达维”台风，南耿村许多房屋
受损，粮食和经济作物也遭受
严重损失。狂风暴雨肆虐时，
吴菲顶风冒雨四处查看房屋
受损和农田积水情况，积极转
移危房中老弱病残的乡亲。

“这是我的家，就算死我
也要死在这里。”70多岁瘫痪
在床的谷奶奶不听吴菲的劝
告，宁死也不去临时安置点。
吴菲使出浑身力气硬是把谷
奶奶背到了安全房内。当谷奶
奶得知房屋最终倒塌时，拉着
她的手说道：“孩子，多亏你

了，没想到这房子还真倒了。”
吴菲不怕工作多也不怕

工作累，她认真录入和核对新
农保账号、小麦补贴账号，实
地查看和如实上报农民受灾情
况。有时，为了核对一个账号，她
一户一户地挨个跑。村里的人都
开玩笑地说她是大家的勤务员，
为村民跑腿盖章，解答政策法
律等疑难问题。村里的“空巢
老人”非常多，他们虽然有基
本的自理能力，但是外出购
物、到银行取零用钱这样的事
情却不方便，于是她也给这些
老人当起了勤务员。耿金峰和
老伴属于失独老人，两人身体
不太好，吴菲就把基本的生活
用品给两位老人买来。

吴菲充分利用南耿村冬
枣示范园种植优势，根据自己
掌握的知识和咨询专业人士，
在“百度”网站制作了南耿村
招商网站，到工商局注册“南
耿村开河农产品贸易中心”，
先后有多家公司和商人前来
洽谈生意，为冬枣的销售开拓
了一条道路，为村民带来了不
少收益。

在工作中，吴菲把村里的
大小事情看成自己的事情，赢
得了村民的赞誉。她说：“我把
村民当做家人，村民也把我看
成自家的孩子，我有多大力，
就为大家使多大劲。”如今，她
仍在扎扎实实地继续着她的

“村官事业”。

把把农农村村当当课课堂堂，，将将村村民民当当家家人人
大学生村官吴菲甘当村民“勤务员”

本报记者 刘涛
通讯员 刘真

家长接孩子

有了固定停车位

滨州北城受田小学紧挨
205国道，校园门前车来车往，学
生放学期间，前来接学生的家
长往往将车停在马路上。去年
学校建成一个约一千平方米的
停车场，可容纳约500个车位。

学校统计了500个走读学
生的信息，将车位按班级依次
划分，每一个车位都标上了学
生姓名，家长前来接送学生时
将车停在固定停车位上。“以
前，家长都是将车停在门口，
门前的马路也成了他们停车
的地方，影响交通不说，学生
的安全也不能保障。”受田小
学校长说。

为了能让家长配合学校
工作，校方先后召开五次家长
会，通过教育引导，努力使家长
养成良好的停车习惯，经过约
一年的探索尝试，效果显现。

接送孩子

既省时间又不堵了

4月4日上午，记者来到北
城受田小学。停车场分设在校

门两旁，每个车位都标有学生
姓名，据介绍，这些车位按班级
划分。分管学校安全的张志强
说，为有效解决校园拥堵问题，
学校采取错时放学。“一般低年
级学生先放学，但最早不能提
前五分钟。”张志强说，学生以
班级集体的形式走出校门，不
至于混乱。

11点20分，家长开始向学
校涌来，他们中多数骑着电动
车来接孩子，不过秩序井然，都

很自觉地将车停在标有自己孩
子姓名的车位上，接孩子的家
长刘女士告诉记者，这是学校
为孩子和家长办的一件实事，

“以前，我11点就得赶到这里，
因为校门前拥堵，车子不好放，
学生一放学，一窝蜂地全出来，
家长不仅不好接孩子，还浪费
了时间，每次接上孩子回到家
接近12点半了。”她说，现在有
了固定停车位，家长接孩子很
方便。

11点35分，一年级学生走
出校门，领头的孩子举着牌子，
到了班级车位前，他们解散后
迅速找到自己的家长，从家长
接上孩子到接走整个过程在几
分钟内完成。11点50分，所有走
读学生都被接走。“以前，12点
之后，还有没接到孩子的家长
呢。”张志强说，“以前家长用30
分钟接上孩子，现在10分钟就
能解决，极大缓解了校园周边
的交通拥堵。”

青青岛岛首首次次进进口口1100只只““洋洋角角膜膜””
患者购买一只1500美元，今后仍将持续进口

高铁旅客胃出血

泰安站紧急送医

头条延伸

青岛之所以花高价进口国外的
眼角膜，与国外捐献眼角膜“多得用
不完”和国内“少得不够用”有关。

青岛眼科医院红十字角膜库是
青岛市唯一一家眼角膜捐献机构，
2011年至今，成功捐献眼角膜的人
仅70例，目前，角膜库的库存竟然为
零，在青岛眼科医院等待眼角膜移
植的患者就有100余人，眼角膜供求
严重失衡。

眼角膜捐献在美国却是另一番
景象，青岛眼科医院眼库主任高华
给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美国一年
的眼角膜捐献高达15万例，其中5万
眼角膜用于移植，另5万用作科研，
剩下的5万用作出口。捐献眼角膜对
美国人来说习以为常。

据了解，角膜病盲是我国第二
位致盲眼病，据2008年第二次全国
残疾人抽样调查统计，中国共有视
力残疾1691万人，其中因角膜病致
盲患者约400万，其中70%可以通过
角膜移植手术复明。由于眼角膜供
体不足，每年全国只能进行5000例
角膜移植手术，许多患者等待终生
也得不到手术机会。

青岛角膜库

库存为零

“青岛眼科医院2013年9月和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国际眼库取得
联系并签署了进口协议，但之后办
手续花了7个月时间。”青岛眼科医
院眼库主任高华介绍，想要进口眼
角膜的医院必须得到山东省卫计
委的审批，然后到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和海关办理相关手续，最后还要
找有能力从事眼角膜进口的代理
公司操作。

眼角膜

如何进口？

人的角膜是无色透明的，眼珠
的颜色其实是虹膜的颜色。色素细
胞中色素量的多少决定了虹膜颜
色，含色素越多，虹膜颜色就越深，
眼珠颜色也就越黑。东方人虹膜中
色素含量多，眼珠看上去呈黑色，西
方白人虹膜中色素含量少，眼珠呈
浅蓝色或绿色。国内患者移植“洋角
膜”眼睛不会变蓝。

移植“洋角膜”

眼睛不会变蓝

滨州一小学将校门前停车位标上学生名字

家家长长““对对号号停停车车””，，接接孩孩子子不不堵堵了了
校园周边交通拥堵一直以来是个难题。滨州北城受田小学将校门前的停车位标上学生名字，家长接

送学生时自觉地将车停在与孩子姓名相对应的车位上，大大缓解了校园周边交通拥堵。

家长正在各自车位上等着接孩子。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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