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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覺得做這件事非常值！」

1990年第一個接受手術的陳琦，從9
個月大的嬰兒，成為了兩個女孩的父
親，家庭美滿幸福；
跟着爺爺騎兩天馬、坐一天車、又走

一天路，才趕到醫院接受手術的新疆男
孩，曾經覺得自己是「一條長在毯子下
的小蟲子，見不得陽光」，如今希望長
大後能在家鄉做一名老師；
帥氣開朗的俞斌不僅圓了「冠軍夢」，
正在朝着上大學、讀研究生的夢想「攀
爬」，還從24年前的受助者，變成了「母
親微笑行動」中一名經驗豐富的志願
者……
在接受救治的逾4萬名孩子中，這樣
的故事不勝枚舉。每每聽到孩子們的點
滴變化，韓凱和團隊都會覺得，做這件
事非常值！
韓凱是一名整形醫生，上世紀八十年

代曾到美國訪學，並成為了國際微笑行

動組織的志願者。當看到患兒們殘缺的
小嘴慢慢得到修復並露出微笑時，他將
這些笑容深深地記在了心裏。

求助名單加長一直做下去
當時，中國的醫療條件還不夠發達，

有數十萬貧困唇顎裂患兒等待治療和救
助，於是韓凱決定把「微笑行動」帶回
中國。1990年11月28日，韓凱在杭州
完成了內地第一台「微笑行動」手術，
並在隨後的 30年間「修補」了超過
5,000名孩子的笑容。
1991年5月，一場由中外整形外科醫

生聯合開展的「微笑行動」在杭州啟
幕。「當時有300多個孩子報名，但由
於時間和資源有限，最多只能進行160
起手術。」韓凱回憶說，當看到家長期
待的目光時，他把沒有做手術的孩子名
單揣進了懷裏。
這份名單成為了韓凱堅持的動力：第

一次活動後，為了繼續幫助名單上的貧

困家庭，他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結
果發現需要幫助的名單越來越長，就這
樣一直做了下來。

感謝馮永祥等港人奉獻
接受採訪時，韓凱希望借助香港文匯

報，向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所有愛心人
士道一聲「謝謝」。
「1991年在杭州開展的第一場『微笑
行動』，就有香港愛國人士馮永祥先生
的捐助，他還召集身邊的親朋好友一起
參與。」韓凱說，為支持「微笑行動」
在內地的開展，由馮永祥等香港愛國人
士共同組建了「微笑行動中國基金」，
藝人成龍、張學友等也曾多次為「微笑
行動」提供幫助和支持。
在韓凱看來，他一個人的力量其實是

微不足道的，是社會各界愛心人士、慈善
組織和志願者的加入，才讓這件事像「滾
雪球」一樣越做越大。2012年，「微笑
行動」與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聯合設立微

笑行動專項基金，4年後正式更名為「母
親微笑行動」。

一千醫護夥拍一萬義工
缺人、缺錢、缺場地……從開始到現
在，韓凱遇到過各種各樣的困難，他經
常用「辦法總比困難多」的話來鼓勵
自己。
就好比在早期，韓凱隨身總帶着一本

「葵花寶典」，在手術間隙記下當地願
意參與「微笑行動」的醫護人員的名
字、電話，並邀請他們參加下次活動。
如今，「母親微笑行動」的「寶典」上
已經登記有成千名醫療志願者和逾萬名
非醫療志願者的信息。
韓凱坦言，總有人問他為什麼能堅持30

年，遇到過哪些困難，「即便是現在我也
要說一句『太難了』。但從一個個恢復笑
容的孩子、重燃希望的家庭，延伸到整個
社會的參與和向善，我覺得『母親微笑行
動』可以走得更遠、走向下一個30年。」

由於唇顎裂越早醫治，效果越
好，因此每次活動現場總會聚集起很
多小孩子。從醫生頭上色彩鮮艷的手
術帽，到臨時布置起來的術前安撫
室，「母親微笑行動」團隊花着「小
心思」來緩解孩子及家長的焦慮緊張
情緒。
25歲的俞斌，正耐心地陪着一個

蹣跚學步的小童，這已經是他第4次
以志願者身份參加這項公益活動了。
24年前，他也是在「微笑行動」的
免費救治下，走上了人生的另一條道
路。
「小時候會有一些同學排擠我、

學我說話、叫我『兔子精』，這些就
像一根刺，不斷扎在我心上。」俞斌
說，「微笑行動」給了他第二個溫暖
的「家」，「我來當志願者，就是希
望用自己的經歷，鼓勵更多的孩子，
讓他們也能擁有屬於自己的笑容、擁
有陽光面對世界的自信。」

收穫：見證孩子從自卑到自信
浙江傳媒大學學生夏唐則是高一

暑假時，被媽媽「忽悠」來參加「母
親微笑行動」的。雖然當時只是想找
理由出去玩，但看到上百個家長抱着
孩子站在醫院大廳歡迎大家時，夏唐
覺得「就像一個錘子敲到頭上」，給
她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
如今已堅持了5年的夏唐，見證了
那些從前不敢與人對視和交流、非常
內向自卑的孩子，慢慢變成另外一個
人。「第二年我們再去時，他們會衝
上來打招呼，有個小姑娘一下抱住
我，我當時就哭了起來，覺得收穫真
大。」
受益匪淺的不止夏唐一個人。從

2012年起，新加入的非醫療志願者
承接了對患兒家庭的訪談、手術前陪
伴孩子等工作，他們常常會感歎「這
件事太讓人感動了」。
「講的人流着淚傾訴、聽的人流

着淚記錄。」韓凱說，每次活動後，
大家都會感到在幫助別人的同時，自
己的收穫更多，這也讓「母親微笑行
動」變得更有意義。

「我們把捐贈者
的每一分錢都用在
了刀刃上」；

「做了 30 年，
沒有出過不安全的

案例，患兒都是非常安全的」；
「每次進藏區，大家都靠止痛

片、安眠藥撐着，保持體力繼續做
手術」；

「有次手術結束後，家長和孩子
們送的哈達掛在脖子上，真的跟被
子一樣厚」；

「我們最幸福的事，就是送孩子
出手術室時家長眼裏閃着希望之
光，就是回訪時看到孩子露出了燦
爛陽光的笑容」……

這次採訪，鼻子總是會時不時地
一酸。30年，中國的「微笑行動」

就如一個嬰兒，從呱呱墜地到三十
而立，在成長中充滿了各種感人的
故事。

「正因為難 才需要去做」
「每一個孩子都有微笑的權利和

生命的尊嚴」，這是採訪中韓凱說
得最多的一句話。他總希望能盡早
地在「最佳窗口期」幫助那些孩子
「修補」好笑容，於是總帶着團
隊，行走在西藏、青海、新疆、四

川等省區。
在今年，韓凱被大家追問最多的

問題當屬「為什麼能堅持30年」。
他說這個問題很難也很簡單，當看
到這些孩子和父母的無助、渴望眼
神時，任何人都會伸出手去幫助。
在他看來，世上沒有容易的事，正
因為難，才需要去做。在堅持30年
後，「母親微笑行動」已不僅僅是
一項公益活動，更在向社會散發着
一種向善向上的力量。

笑聲爽朗的湯黎敏曾有40餘年臨床
護理工作經驗，是「母親微笑行動」的
「大管家」之一。2007年起擔任每一站

活動的醫療總協調，從醫療救助團隊組
建到各台手術的協調，每個細節她都安
排得井井有條。
「我和韓凱醫生是朋友，2005年他找

到我，說想成立微笑行動慈善醫院。我
2006年1月辦完退休手續後，就加入到
醫院的籌建，並一起走到了今天。」湯
黎敏笑言，這讓她的退休生活更快樂、
更有意義。
和湯黎敏一樣，在「母親微笑行動」
的醫療志願者團隊裏，有很多一直堅持
的醫護工作者。有的從年輕時就開始參
加，成為「大咖」後，又帶着後輩一起
參與。

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麻醉科
主任醫師胡智勇就是其中之一。第一次
參加「微笑行動」時，他剛從美國學習
回來，醫院派的任務是給國外專家團隊
做翻譯，而當看到那些孩子得到救治
時，胡智勇跟着「微笑行動」走了30
年，還帶着後輩參與其中。「當時沒想
到會做這麼長時間，很多同行慢慢加
入，團隊就成了一個大家庭。」

專家帶熟一批再帶一批
這樣的堅守和「傳幫帶」，在30年
間比比皆是。在湯黎敏看來，要把「母
親微笑行動」做遠、做長，就需要培養

年輕人，特別是邊遠貧困地區的當地醫
生。「目前『母親微笑行動』每年大概
有10次活動，我們希望通過專家的帶
教，培養更多能夠勝任這項手術的醫
生。」
因此，在安排手術時，湯黎敏總是會
「老帶新」，「比如6個專家志願者帶
6個青年志願者，三五次後基本就能熟
練操作。年輕志願者可以獨當一面後，
我們再擴大到第二批、第三批……讓醫
療志願者隊伍越來越壯大。」
當記者請湯黎敏展望一下未來時，她
笑了。「這麼多年最開心的事就是每次
活動後看到每個患兒安全、微笑地出
院，最希望的事是培養更多優秀的年輕
醫療志願者，充實到『微笑行動』中
來。」

培養新丁 承傳薪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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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微笑行動」有逾萬名非醫療志願者參與，弘揚了慈善文
化和向善精神。 受訪者供圖

■ 通過「傳幫帶」，很多邊遠地區、
貧困地區的醫生已經能夠勝任唇顎裂手
術。 受訪者供圖

◀「母親微笑行動」增
設了玩耍場地，讓志願
者陪孩子和家長，消
除他們手術前的緊張心
理。 受訪者供圖

掃碼看片

「「微笑行動微笑行動」」為善為善3030年年
44萬兔唇童自信地笑萬兔唇童自信地笑了了

■■韓凱韓凱（（左三左三）、）、志願者和接受免費治療的孩子一家合影志願者和接受免費治療的孩子一家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微笑，是世界上最動人的語

言。然而在內地，約700個新生

兒中就有1個唇顎裂患者，不能

像其他孩子一樣露出微笑。「每

一個孩子都有微笑的權利和生

命的尊嚴」，中國「微

笑行動」發起人

韓凱醫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從1990年第一台手

術開始，30年來他和團隊走遍

大江南北，已為全國逾4萬名貧

困家庭的唇顎裂孩子提供了免費

治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韓凱醫生與接受治療韓凱醫生與接受治療
的孩子合影的孩子合影，，看到孩子看到孩子
的微笑是他最開心的的微笑是他最開心的
事事。。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手術結束後手術結束後，，韓韓
凱抱着孩子走出手凱抱着孩子走出手
術室術室。。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