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 省 急 救 時 間 線
4月3日

17：00 患兒家長在深圳衞健委公號上發出求救留言

18：00 潘宏光醫生接到醫院通知，召開緊急視頻會
議，商量3種轉運方案可行性

4月4日

9：00 與泉州市兒童醫院溝通患兒情況與轉運細節

11：00 放棄轉運方案，決定派潘宏光赴泉州手術

17：00 購買至泉州高鐵票，並告知家長赴泉州手術

4月5日

10：00 醫院打包約二十件手術用的醫療器械

14：30 抵達深圳北站，搭乘高鐵至泉州

20：00 抵達泉州，乘坐救護車抵達醫院，先後於車
站和醫院完成2次核酸檢測

21：00- 拿到陰性結果後，與患兒家長見面，
22：30 溝通病情及手術方案

4月6日

9：00 潘宏光與助手及泉州醫生開始手術

11：30 手術結束

13：00 患兒術後反應平穩

15：00 搭乘高鐵離開泉州，返回深圳

20：00 回到深圳市兒童醫院，在院內進行隔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潘宏光醫生在手術中潘宏光醫生在手術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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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央視網
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
央軍委主席習近平10日下午在海南省
三亞市崖州灣種子實驗室考察調研時強
調，只有攥緊中國種子，才能端穩中國
飯碗。

習近平指出，種子是中國糧食安全的
關鍵。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緊中國種子，
才能端穩中國飯碗，才能實現糧食安
全。種源要做到自主可控，種業科技就
要自立自強。這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
大事。要弘揚袁隆平等老一輩科技工作
者的精神，十年磨一劍，久久為功，把
這件大事抓好。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兩次赴三亞調研的

主題，始終緊緊圍繞「種子」和「海
洋」。這與海南的地緣優勢、資源優勢
密不可分。海南既是「種業硅谷」、
「育種天堂」，還管轄我國三分之二的
海洋面積，在開展深海進入、深海探
測、深海開發等技術研發方面具有得天
獨厚的條件。
據央視網報道，崖州灣種子實驗室是

去年5月成立的，依託和服務國家南繁
科研育種基地，在種子科技創新和種業
高質量發展等領域發力。目前，有20
位院士正在這裏啟動院士創新團隊籌建
工作。崖州灣種子實驗室主任楊維才告
訴《時政新聞眼》，實驗室成立後的一
項重要任務，就是攻關研發大豆分子設

計育種芯片，培育高產優質大豆新品
種。
10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還來到中

國海洋大學三亞海洋研究院，了解發展
海洋科技等情況。這也是一件具有戰略
意義的國之大事。2019年5月，中國海
洋大學三亞海洋研究院正式成立，現有
院士、長江學者等高層次人才70餘
名，研究生408名。據了解，三亞海洋
研究院目前主要開展兩方面的工作，一
是構建「南海立體觀測網」，二是牽頭
建設「南海海洋大數據中心」。去年，
由趙瑋教授領銜的「深海立體觀測與信
息服務團隊」成功入選「海南省優秀人
才團隊」。

在海南三亞崖州灣種子實驗室考察調研

習近平：只有攥緊中國種子 才能端穩中國飯碗

先天性聲帶麻痹屬於罕見病，患
兒的聲帶不能運動、無法呼吸、哭

聲很弱，合併症多且手術風險高。三年前，潘宏光
在學習國外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國內的麻醉和手術
特點進行了改良，率先開展了聲帶外移固定術，術
後患兒基本可以像普通人一樣呼吸、說話。目前已
為揭陽、清遠等近十位患兒成功進行了手術。首位
患兒已經3歲多，能正常說話，上幼兒園。「這個病
越早做，成功幾率越大。」潘宏光說。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潘宏光多次強
調，和患兒擁有健康的未來比起來、疫情期間赴疫
情管控區進行救助，返深後隔離14天這些都不算什

麼。深圳是一個有愛心的城市，他相信任何一個醫
生或任何一家醫院，在接到家長求助時，都不會有
絲毫猶豫。他認為，深圳市衞健委、深圳市兒童醫
院領導的重視、對求助信息的及時發現和處理、市
民的熱心、患兒家屬的信任是最大的推動力。後續
跟進時，兩地醫院的密切配合也十分重要。

傳統手術風險高
最令潘宏光覺得自豪的是，這項微創手術的方式

得到了家長的信任和認可。他說，過往類似病患傳
統治療方法是實施氣管切開術，還需放置氣管套。
因介入物與外界相連易滋生細菌，一旦有分泌物堵

塞引起感染，便會有窒息的風險。相反，聲帶外移
固定術則不破壞氣道的完整性，對聲帶的損傷很
小，符合家長的期望和幼兒手術需要。

潘宏光直言，目前國內能開展聲帶外移固定術的
醫院較少，患兒家長了解到只有深圳和上海有兩家
醫院能實施，並就此發出了求助，「這對於深圳醫
療技術是一種肯定，我們有這個責任和義務去幫助
他，同時也體現了深圳擔當的精神，而我也是不辱
使命的完成這個手術，術後孩子恢復良好。也使當
地醫院借機學到一些新技術，是皆大歡喜的一件
事。」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深圳報道

�� 主刀醫生：獲患者家長認可很自豪

�

��

深圳醫生出診泉州妙手救男童
新生兒患重疾 20日無自主呼吸

◀ 4月10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海南省三亞市考察崖州灣種子實驗室，了解海南支持種業
創新等情況。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

基、郭若溪 福建泉州、深

圳 連線報道）「在這樣的特

殊時期，兩地政府部門還有

醫護人員為了孩子如此奔波，我們一家人

真的很感動也很感激，謝謝這些白衣天使

們給了孩子第二次生命。」看着兒子的情

況一天天好轉 ，福建的李亮亮感動得幾欲

落淚。早前，他剛剛出生的兒子被診斷出

罕見重症，接連20多日無自主呼吸，需要

轉送上海或深圳更專業的兒童醫院進行手

術。4月3日，李亮亮一家通過深圳衞健委

微信公號留言求助，當晚就收到了深圳市

兒童醫院委託深圳衞健委進行的回覆。一

場為新生命展開的接力救援，在相隔逾六

百公里的深圳和福建泉州連夜展開……

3月14日凌晨0時17分，李亮亮的第二個兒子
出生。還沉浸在喜悅中的他突然被醫生告

知，新生的寶寶哭聲很小，當地醫院無法處理，需
要緊急轉院救治。李亮亮頓覺五雷轟頂。

新生兒重症無自主呼吸
前一日，福建泉州爆發新冠疫情，當地防疫管控

措施升級，這無疑增加了重症新生兒的救治難度。
經過南安市中醫院聯繫，李亮亮的寶寶當日凌晨3
時被緊急轉入泉州市兒童醫院新生兒科ICU。雖然
受疫情影響，院方暫停了部分非急診類醫技檢查，
但還是為小傢伙開啟了綠色通道第一時間做檢查。
經會診，寶寶被確診為先天性雙側聲帶麻痹、Ⅲ度
喉梗阻。這是一種新生兒期的重症和急症，常表現
為重度的呼吸困難，需要緊急干預，處理不及時可
能導致患兒窒息和死亡。
「只能用無創呼吸機才能保證呼吸，如無法進入

下一步治療，持續未能恢復自主呼吸，恐怕會呼吸
衰竭，直至死亡。」醫生的話，猶如晴天霹靂，李
亮亮腿都軟了。接下來的十幾天，李亮亮揪心着在
ICU搶救中初來人世的兒子的安危，一邊還要寬慰
傷心欲絕的妻子。為了給孩子生的希望，李亮亮通
過網絡平台四處求醫，福州、廈門、上海……希望
被一次次地點燃，又一次次被熄滅。「當時泉州疫
情嚴重，我們是高風險地區過不去，外地醫生也過
不來。」李亮亮幾乎陷入絕望。
經過反覆諮詢，李亮亮把最後的希望押在深圳市

兒童醫院。在親友的建議下，他嘗試在深圳衞健委
公號留言求助。深圳市衞健委收到求救信息後，就
馬上聯繫了醫院社工部的同事，在深圳市兒童醫院
院長麻曉鵬的推動下，立即成立了心臟科、轉運中
心、醫務科、耳鼻喉科在內的工作小組，4月3日
從6點多緊急召開視頻會議，一直到晚上12點，就
在溝通和細化救治的可行性。

飛機、高鐵救護車方案接連被否
深圳市兒童醫院耳鼻喉科副主任、主任醫師潘宏

光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最初預定有3
種轉運方案，一是救護車接力轉運，希望泉州醫院
能將孩子送到福建與廣東的交界處，由深圳醫院派
出救護車接回孩子，但因路程遙遠，轉運時間較
長，被否決。二是直升機轉運，但由於兩地間隔超
出直升機最大航程，無法實施。三是高鐵轉運，雙
方醫院經高鐵站接送的過程可以保證安全，但四個
小時的高鐵，仍存在不可控風險。

深兒院首派專家跨省出急診
「在了解了孩子病情、當地醫院麻醉和術後監護

水平後，醫院最終派出耳鼻喉科副主任、主任醫師
潘宏光去泉州為孩子做手術。」深圳市兒童醫院院
長麻曉鵬說，這是該院首次開展的跨省市急診手
術。
5日上午，潘宏光打包了約二十件手術必備器
械，包括喉撐開器、支撐喉鏡、鼻內鏡、顯微剪

刀，聲帶外移固定術要用到的不可吸收線、硅膠管
等，便與同事嚴尚直奔深圳北站，乘坐當日下午高
鐵直抵泉州。下車後便馬不停蹄地趕到醫院，又去
病房診治患兒，當晚敲定手術方案。次日上午，這
場牽動兩城醫院，更維繫一個家庭幸福的患兒手
術，經過2個小時左右順利完成。6日下午，在確
定了孩子術後恢復正常後，潘宏光乘高鐵返回了深
圳。
手術完成的4月7日，尚未起名的寶寶被拔掉氣

管插管改正壓通氣，後又撤掉了呼吸機；9日，寶
寶的自主呼吸能力恢復，預後大約兩周就能健康出
院。「等孩子長大了，我會告訴他，要感恩，也要
時刻想着幫助別人，是許許多多認識、不認識的人
給了他第二次生命。」「現在寶寶恢復得挺好，潘
醫生說大概再兩個禮拜就可以出院了。」李亮亮略
顯疲憊又滿懷希望地告訴記者，他的寶寶今天（12
日）就滿月了。沒事的時候，李亮亮翻來覆去看手
機保存的2張寶寶照片和幾段視頻。他說，寶寶一
直在ICU，沒機會多拍。視頻裏，寶寶插着各種管
子，醒着的時候打個哈欠，極其小聲地嚶嚶兩聲，
踢兩下小腿。睡着了，安安靜靜，伴隨着每一次呼
吸，小肚子有規律地起伏着。這是兩個城市的白衣
天使，攜手守護下，新的希望。
李亮亮有點不好意思地笑着告訴記者，「孩子一

出生像媽媽，最近比較像我」。
「那麼多人給了寶寶生的希望，他的名字裏一定

要有個『希』字。」李亮亮說。

◆◆潘宏光潘宏光（（右一右一））與泉州醫生合影與泉州醫生合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潘宏光醫生攜帶的醫療器械潘宏光醫生攜帶的醫療器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寶寶在保溫箱裏寶寶在保溫箱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