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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动真心”故事的主
人公刘宝林老人和老伴金冬珍在
央视直播中看到了张俊杰。“他讲
的就是我们的故事，他从死亡线上
把我救了回来，真的很感谢张主任。”
说话间，老两口的眼睛湿润了。

见记者上门，刘老搬凳子、倒
茶，动作虽慢，但干净利索。老人
双颊红润，很难想象这位92岁的老
人曾经历两次心脏大手术。

“我们很感激张主任，他对我
们有救命之恩。10年前他还是主
任，现在是副院长，没想到还是人
大代表。”“张主任人非常好，特别
有耐心……”说起张俊杰，老两口
仿佛打开了话匣子，言语中流露出
感激之情。

金冬珍与老伴都是南京普通工
人退休，老伴曾是天福布店员工，
她在南京分析仪器厂工作。她说，
老伴现在一觉能睡五六个小时，每
天还忙活烧饭烧菜。“他比我还大7
岁，90多岁，反过来照顾我了。”

金冬珍回忆说，10年前老伴心
肌梗死病危，心衰四级，加上年龄
偏大手术风险高，好几家医院的专
家都说“下不了手术台”，他们怀着
一线希望来到南京市第一医院心
血管内科，张俊杰的一番话让他们
重燃希望。“我问张主任，像我家老
头子这种情况有没有成功的，他
说：‘有，我会尽我最大努力’。”金
冬珍回忆说，最终手术成功，一家
人都激动得哭了。

手术后，张俊杰给老人家递上
自己的名片，并嘱咐“有什么不好，

随时给我打电话”。这张名片，刘
宝林和老伴一直珍藏到现在。

之后一有头疼脑热，老两口第
一个想到的就是张俊杰。虽然工
作繁忙，但张俊杰从不嫌麻烦，耐
心解答、推荐医生、贴心叮嘱，老两
口心里暖暖的。他们还常向家人、
朋友、邻里推荐：“这么好的一个医
生，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他
才能救更多的人。”

2021年，88岁高龄的刘宝林因
严重心衰再次住院。老人无法耐
受外科开胸、心脏停跳的换瓣手
术，更不幸的是，需要更换的瓣膜
当时被国外垄断。张俊杰毅然决
定使用国产二尖瓣夹子，并用微创
介入成功为老人修复瓣膜。

“当时张主任问我们‘愿不愿
意’，我说‘愿意’，他又问‘为什么
这么相信我’，我说‘没有什么理
由，我就是相信你’。”金冬珍说，最
后手术的确很成功，如今老头子身
体好得很。“他的救命之恩，我们永
远记在心里。”刘宝林说。

为了感谢张俊杰，老两口想方
设法给他送东西，都被婉拒。最
终，他们定制了一面比人还高的锦
旗，上面写着“为国争光，为民保
命”八个大字。语言朴实，但代表
了老两口的心情，这也是“救命之
恩”的最佳阐释。

每年，张俊杰带领团队在全国开
展300多台微创心脏瓣膜手术。刘
宝林的故事只是他日常工作的缩影，
也是基层医务工作者对“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的初心和坚守。

江苏医生讲述“动心”故事冲上热搜
现代快报揭秘首场代表通道上这一“江苏亮点”背后的故事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首场“代表通道”集中
采访活动举行。全国人大代
表、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副
院长张俊杰走上通道。作为一
名心血管病医生，张俊杰现场
讲述了在治病救人和履职过程
中的两个“动心”故事，让众多
网友深受感动，很快冲上热搜。

其中，持续 10年为心血管
病人刘老先生“动真心”的故
事，令人动容。现代快报记者
第一时间找到故事主人公——
92岁的刘宝林老人，揭秘“故事
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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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杰代表于2024年两会提
交的关于加快推进“云胶片”检查
结果全国互认的建议已经照进现
实。目前，江苏已建成全省卫生健
康云影像平台，全国范围的“云胶
片”检查结果互认也有了时间表。

现代快报记者获悉，江苏省卫
生健康云影像平台在全国率先启
用后，影像报告，手机就能轻松查；
跨院就诊，不再重复做检查。

截至3月5日，全省共有2102家
医疗机构接入云影像平台，公立
1966家（其中三级194家、二级154
家、基层1618家）、民营136家（其中
三级25家、二级35家、基层76家）。

平台存储影像报告约1.5亿份，影像
存储量约21PB，影像医生端调阅累
计2360万次，居民查阅1160万次。

影像资料上“云”，不仅仅是省
事省钱。江苏省卫生健康委信息
中心主任唐凯介绍，海量影像数据
是十分宝贵的资源，它不仅帮助医
生诊断疾病，还能利用大数据流行
病学研究，找出某些疾病的发病规
律；还可以进行AI辅助诊断，提高
疾病诊断的精准率和大规模疾病
筛查的效率。据悉，基于省卫生健
康云影像平台，全省60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部署肺结核AI辅助阅片
系统，试点开展肺结核筛查工作。

“我们的日常工作繁重而辛
苦，却伴随着一份特殊的体会，那
就是‘动心’。”张俊杰说，有一种

“动心”来自心血管病手术中的“动
真心”。

“2015 年 6月份，我接诊了从
外院转来的82岁危重心肌梗死患
者刘老先生，当时他心脏的三根血
管两根完全堵死，仅存的一根90%
狭窄，命悬一线。”张俊杰带领团队
经过两次微创介入手术历时 5小
时成功开通三根病变血管，术后3
天刘老康复出院。6年后，刘老因
严重的心力衰竭再次找到张俊杰，
原因竟是他的“心门”坏了，二尖瓣
出现重度反流，88岁的刘老不仅无
法耐受外科开胸、心脏停跳的换瓣
手术，更不幸的是当时刘老需要置
换的瓣膜被国外垄断。张俊杰毅
然决定使用团队参与研发的国产
二尖瓣夹子，用微创介入成功为刘
老修复瓣膜。

“今年刘老92岁，晚年生活幸
福。”张俊杰说，每年自己要带领团

队在全国开展 300 多台微创心脏
瓣膜手术，刘老的故事仅是日常工
作的缩影，这也是基层医务工作者
落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一重
大理念的具体体现。

“另外一种‘动心’就是一名医
生面对每位患者时涌动的良心和
人大代表的初心。”张俊杰讲述了
2024 年两会提交的《关于加快推
进医学影像“云胶片”应用的建议》
照进现实的故事。

“我们在医院工作，每天都看
到很多外地患者拎着一大袋子沉
甸甸的胶片东奔西走，满脸焦急疲
惫，那是他们在其他医院就诊得到
的影像报告，想给就诊医生更多信
息，当然也想少花点钱少些等待时
间。患者们长途奔波、小心翼翼携
带这些胶片很辛苦很麻烦，但是提
供的信息量却非常有限，针对这一
难点痛点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解
决。”张俊杰提交的“云胶片”应用
建议得到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据张俊杰介绍，当年 5月，江苏率

先建成全省卫生健康云影像平台，
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全面接入。接
诊医生在平台上动动鼠标就能随
时随地查看异地患者的影像报告，
患者也不再需要带着胶片到处跑，
这个平台启用后江苏省预计全年
可为患者减少重复检查费用约20
亿元。去年 11月，国家卫健委等
七部门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
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的指
导意见》，随着制度、技术等各方面
支持的不断完善，相信很快将实现
全国的通用互认，异地患者就诊也
会更加省心省钱。

“这些‘动心’感受让我很自
豪，作为一名心血管病医生，将心
脏手术中的‘搭桥’和人大代表与
群众的‘连心桥’融合起来。”张俊
杰最后动情地说，这份“动心”和初
心将激励他在医疗技术上不断突
破，追求卓越；同时把人民的急难
愁盼梳理成一份份针对性强、惠及
面广的意见建议，为守护人民健康
作出更多的贡献。

“激动澎湃！”3月5日上午，现
代快报记者在张俊杰走下通道的
第一时间采访了他。谈及“为什么
讲述这两个故事”，张俊杰表示，

“我想这也是体现代表源自于人
民，代表要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去努
力，不光是治病救人。在临床工作
中我们碰到了老百姓的难点痛点，
作为代表有责任去履职尽责、去梳
理出一份份针对性强、惠及面广的
建议，来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些难点
痛点，守护人民的健康。”

当下人工智能非常火，面对AI
是否会取代医生的提问，张俊杰表
示，人工智能短时间内取代不了医
生，但是某些特定的专业可以辅助
医生。在他看来，人工智能源于高
水平医生的临床经验，但是医学在
不断发展，很多原来看似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现在已经可以完成。他
提到了“代表通道”上讲的第一个
故事：当时 88岁的患者刘老接受
心脏不停跳手术，这在 10年前是
不可想象的，但随着医疗技术、医

疗装备、临床研究的发展，今天已
经可用新技术和中国人原创的装
备成功救治。“所以我想人工智能
的辅助，需要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
来掌握来引领，最终为我们所用。”
张俊杰说。

对于大家关心的国产医疗器
械这两年水平怎么样的问题，他
表示，国产医疗器械特别是在心
血管医疗器械方面，有些产品已
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可以替代
进口的产品。

张俊杰：代表要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去努力

讲述治病救人和履职过程中的两个“动心”故事

“动心”故事主人公：
手术成功，一家人都激动得哭了

“云胶片”检查互认将在全国推广

张俊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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