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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救一个是一个，2014年启动
“心佑工程”

先天性心脏病（简称先心病）在我国所有
出生缺陷中高居首位。为救治更多的先心病
患儿，2014年，南医大二附院成立李庆国领衔
的心血管外科。

心血管外科刚成立不久，就来了一名患儿
晨晨。9个月大的晨晨还不到6公斤，出生3
个月就被确诊为先心病，晨晨妈妈为了筹钱给
女儿治病，只身来到南京打零工。偶然的机
会，听说李庆国帮助过类似的孩子，晨晨妈妈
抱着一线希望找上了门。看到晨晨妈妈无助
的眼神，李庆国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发动医护
人员为晨晨献爱心，与此同时还向院党委请示
免除了孩子的剩余费用。

1个月后，晨晨得救了。她的故事被媒体
广为报道，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看到

后非常感动，主动提出要捐资救治10个贫困
家庭的先心病患儿。李庆国深受鼓舞，找来中
心同事商量：“个人能力毕竟有限，如果我们
制订一个持续救助贫困家庭先心病患儿的计
划，汇聚更多的爱心力量，就能帮助更多的孩
子！”于是，在医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救助困
难家庭先心病患儿的“心佑工程”诞生了。

江苏对口支援到哪里，心佑团
队就帮到哪里

在救助中，心佑团队发现，很多患儿出现
严重症状才被送来医院，这时往往已经错过了
最佳救治时机。他们决定送医上门，深入苏北
基层免费做先心病筛查，尽早发现患儿。

不花钱能看病？最初，很多群众不相信有
这样的好事。渐渐地，心佑团队用真心真情换
来了群众的信任，接受筛查的人越来越多，团队
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有时，他们要跑好几个

学校，一天下来就要筛查两三千人。由于十几
个小时戴着听诊器，许多医生耳朵磨出了血，嗓
子喊哑了，心超医生一天下来胳膊累得抬不起
来，但是第二天大家依旧坚持做好筛查工作。

就这样，11年来，团队先后前往苏北16个
县200多个乡镇，开展免费筛查400多场次约
8万人，共救治600多名先心病患儿，他们被
亲切地称为“车轮上的护心使者”。

心佑工程在苏北顺利推进，给团队成员以
信心和力量，同时也增强了责任感和使命感，他
们又把目光投向了远方。2014年7月，“心佑工
程——新疆行”正式启动，柯尔克孜族17岁少
年托依达力成为第一批受益者之一；2017年4
月，心佑团队将首批5名青海患儿接来南京；
2019年8月，团队向海拔更高的西藏进发。

2019年 8月，那曲10个月大的患儿多杰
罗布患有复杂先心病-法洛四联症，在南京成
功手术后回到拉萨。由于治愈后的心脏不能
立即适应高原环境，他再次住院，当地医生束

手无策。团队立刻派耿直和陆凤霞带着急救
药品前往拉萨。见到他们的那一刻，孩子妈妈
一把抱住陆凤霞，激动地说：“你们来了，我的
娃娃有救了。”

江苏对口支援到哪里，心佑团队就帮到哪
里。11年来，他们先后奔赴新疆、青海、西藏、
贵州、陕西等地，行程百万公里，用高尚的医
德、精湛的医术、无私的奉献，架起了东西部
民族团结进步的桥梁。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全力帮助
基层医院

随着“心佑工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
越来越多的医学精英加入心佑团队。医生耿
直大学读的是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曾做了2
年公务员，由于老家经常有先心病患儿家属向
他求助，他决定回到医院临床一线。从2014
年加入心佑团队至今，耿直的大部分周末都在

“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筛查先心病患儿。
他常说：“一想到全国还有200多万存量的先
心病孩子没被找出来，我就睡不着。”

90后医生高文 2020 年在南医大二附院
心血管中心做规培，了解了心佑工程，“刚开
始觉得中心工作这么忙，还要专门派医生出去
做筛查，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当看到大家都在
全身心地投入这个工作，尤其看到孩子们发自
内心的笑容，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
作，决定留下来和大家一起并肩作战。”

加强自身队伍建设救治患儿的同时，团队
也全力帮助基层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能力。2015
年起，心佑团队启动“心脏超声医生免费培训计
划”，以“师带徒、手把手”的方式，为苏北等地区
培训了近百名心超医生，提升了当地心脏超声
诊断水平；培训进修医生、西部对口支援单位医
务人员500多人，基层医护骨干1万多人。

“今年我们计划救助更多孩子，并且改变
过去听诊加心超的筛查方式，在青海、西藏、
新疆、陕西等地做全心超的筛查。”李庆国表
示，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降低筛查过程中漏诊的
几率，不让一个有先心病的孩子漏诊。

七旬退伍军人勇救落水女子
2023年7月1日凌晨4时许，已值古稀之

年的戎应宝在秦淮河边晨练时，听到河里有
动静，走近一看，一名女子正在水中挣扎。见
此情景，戎应宝大声呼救，但当时周围并没有
其他人。眼看女子被水冲得越来越远，他没
有犹豫，把外衣和手机扔在一边就跳进河中。

戎应宝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自己并不精
通水性，但当时正值汛期，水流湍急，落水女
子再得不到救援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于是，
他仅仅靠着50年前当兵时学过的游泳技术，
一点点向落水女子靠近。在湍急的河水中游
了100多米后，戎应宝终于来到落水女子身
边，用力将她的头托出水面。落水女子由于
紧张害怕，两只手一下子死死抓住了戎应宝
的手臂，戎应宝只得不断安慰她：“别紧张，我
一定会救你上去的，请你配合我。”女子这才
稍稍放松下来。随后，戎应宝一把抓住女子
后衣领，使劲往岸边拉。好不容易来到岸边，
由于河岸护坡陡峭、青苔湿滑，加上女子不停
挣扎，戎应宝体力不支，摔倒了好几次。“当时
我右手扶着墙，左手拽着她的胳膊，在岸边试
了好多次也没能爬上去。后来，我一只脚翻
上岸边护栏，也不知道哪来的力气，一下就把
她拽上来了。”

在确认该女子无生命危险后，戎应宝拨
打了 110 报警，后来将女子安全交给警察。
这时候，戎应宝才察觉自己全身疼痛，回家一
看，身上有多处擦伤流血，胸口也因为在岸边
多次跌倒、碰撞而青肿。事后，戎应宝到医院
检查诊断为三根肋骨挤压变形。后来，女子
主动要求承担医疗费，戎应宝考虑到她的家
庭情况比较困难，婉拒了。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凭借这次见义勇
为，戎应宝获得2023年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
会表彰，还获得了2023年第三季度“江苏好
人”“南京好人”等荣誉称号。

30年前，他在火车上制服劫匪
其实，这已经不是戎应宝第一次见义勇

为。戎应宝告诉现代快报记者，1994年8月，
他乘火车前往郑州出差。在火车快行驶到蚌
埠站时，有一名劫匪忽然出现在座位旁，对坐
在戎应宝对面的女子实施抢劫。

戎应宝立即挺身而出，凭着自己在部队
十几年练就的搏斗技术，一把将劫匪制服。
令他没想到的是，劫匪还有同伙，周围忽然上
来四五个大汉，将他团团围住、拳打脚踢，戎
应宝不顾身上的疼痛奋起搏斗。

到达郑州后，戎应宝的同事立刻将他送
往医院，经检查，他的头部眉骨被击伤，缝了7

针，左腿也有划伤，直到现在还留有疤痕。他
所在工作单位江苏省监狱管理局听说了他在
火车上的英勇事迹，高度赞扬了他见义勇为
的行为，授予其三等功一次。

“这是军人的使命，不救我会
后悔一辈子”

这两次见义勇为，旁人听了都觉得惊险
万分，但戎应宝只是淡淡笑了笑。他说：“救
人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如果自
己不救她，恐怕会后悔一辈子。而且我是退
伍军人，也是党员，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
使命与担当。”

当时出警的民警——建邺公安分局莫愁
湖派出所民警吴凡也被戎应宝的行为感动
了。“2023年7月1日那天，戎应宝将落水女子
救上岸交给了我们，当时我看到戎老腿上似乎
受了伤，我提醒了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
伤，但是他什么都没说，转身默默离开了。”

吴凡表示，自己十分敬佩戎应宝，在当今
的社会，很多人在面对他人遭遇困境、需要帮
助的情况时会犹犹豫豫、权衡利弊，甚至漠不
关心、视而不见。“但戎老在面对这种情况时却
将困难、危险置于脑后，他的这种不求名利、但
求心安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年已七旬跳入河中救下落水女子,30年前还曾在火车上勇斗劫匪

热血难凉，退伍军人两次见义勇为
阳春三月，又到了学雷锋纪念日，虽然雷锋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但雷锋精神一直激励着

我们，更有千千万万名像雷锋一样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南京莫愁湖街
道居民戎应宝就是人们口中的“活雷锋”，去年7月，已经70岁的他跳入秦淮河救下一名落
水女子，在将女子安全交给警察后，他默默离开了现场。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见义勇
为。30年前，他还曾在火车上勇斗劫匪。近日，戎应宝向记者讲述了两次见义勇为的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赟

十一年如一日的爱心之旅

“心佑工程”让1600多名患儿重获“心”生

“等我好了，我想回家，想好好玩。”近
日，8岁的童童（化名）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在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中心接
受了手术治疗，不久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足迹遍布全国 14个省（自治区）124
个县（市、区）的偏远及经济薄弱乡镇，行
程100多万公里，举办科普讲座400多场
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1万多人，免费筛查
10多万人……11年来，有1600多名像童
童一样的先心病患儿得到了南京医科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以下简称南医大二附
院）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的救助，从而重
获“心”生。

通讯员 陈艳萍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任红娟

戎应宝 建邺区委宣传部供图

李庆国院长在给孩子们筛查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