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科学
勇于创新

1971 年出生的
张烨，现为延安大学
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医师，硕士研究
生导师。从事医疗
工作二十年的他，整
天面对的是被疾病
折磨的面孔，病患焦
躁急迫的心情，让他
倍感医者所肩负的
重大责任。为了减
轻病人的痛苦，让他
们尽快从手术中恢
复，他带领研究小组
克服重重困难，为规
范腹腔镜经腹膜后
途径肾上腺手术提
供 了 新 的 思 路 。
2014年，由他主持完
成的“后腹腔镜下肾
上腺解剖学研究及
临床应用”成果获得
延安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陕西省科技进
步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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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7日，经延安大学附
属医院院党委会研究同意，张烨
辞去了教学部主任一职。对很多
人来说，教学部主任是一个前途
比较好的职位。可在张烨看来，
行政工作占用了他太多的时间，
让他没有精力进行业务研究。

从医以来，张烨一直保持着
良好的学习习惯，他经常了解国

内外学科发展新进展、新动态，
持之以恒地钻研专业知识。在
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深深地体
会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技术性极
强的工作，除了要有一颗仁慈善
良的心，还必须拥有精湛的医
术、科学的方法。为了提高自身
业务水平，2001年9月至2002年
8月，他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

属长海医院进修学习；2005年 9
月到 2008年 6月，又到第四军医
大学西京医院深造学习。

2003年国庆期间，其他人都
在度假休闲，他却在医院钻研医
术。那时，他负责的一位 70多
岁的老人患了肾盂癌，急需手术
治疗，但传统的肾盂癌根治术手
术时间长、切口创伤大，老人根

本无法承受。
张烨利用自己在外学习期

间所掌握的一些先进治疗理
念，结合医院实际情况，为老人
设计了经尿道输尿管末端电切
结合腰部切口的手术方式，取
代了传统手术。在精心的准备
和设计后，张烨最终成功地为
老人实施了根治性肾切除+腔

静脉瘤栓切除术，取得了良好
的疗效。该方法对当时的张烨
来说也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因
为在这之前，整个陕北地区还
从未开展过这一手术。这两项
手术分别获得了当年的延安大
学附属医院新业务一、二等奖，
之后又分别获得了延安大学附
属医院科技一等奖。

● 张烨（右三）贴心询问患者病情

自掏腰包克服困难

腹腔镜技术目前是国内外外
科领域最为推崇的微创治疗手段
之一。随着腹腔镜设备和技术的
日趋成熟，腹腔镜下肾脏及肾上
腺手术正在逐渐取代开放手术，
成为外科治疗新的“金标准”。但
是，由于腹腔镜经腹膜后途径肾
上腺手术缺乏明确的解剖标志和
充分的操作空间，使这一技术的

推广和应用受到了限制。
为了克服这一不足，从2003

年开始，张烨就开始了《后腹腔
镜下肾上腺解剖学研究及临床
应用》的研究，他带领研究小组
通过反复的尸体解剖、手术实践
与录像复习相结合的方式，对关
键手术步骤进行了总结和设计，
为规范腹腔镜经腹膜后途径肾

上腺手术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
也为初学者尽快掌握该手术提
供了帮助。

为了解决研究中资金和设备
不足的问题，张烨自掏腰包购买
了摄像头，用方便面箱子模拟腹
腔，利用手术室内的废旧器械，
练习腹腔镜下的操作，避免不必
要的损伤。熟练后，他又自费买

了可内录的摄像机，供研究小组
术后反复观摩。为了能在活体上
更加成熟地应用该项技术，他积
极与延大医学院协调，利用学生
实验后用过的尸体进行解剖，极
大地节省了研究成本。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张
烨和研究小组的不懈努力，2010
年，该项技术趋于成熟，并在实

际手术中得到应用和推广。“以
前的肾上腺手术要切十几厘米
的刀口，手术创伤大，患者恢复
慢。现在只需要在腰腹部打 3
个 0.5到 1厘米的小孔就可以完
成手术，手术费用比以前还少一
些。这样不仅节省了手术时间、
降低了手术风险，同时缩短住院
时间，给病人减轻了痛苦。”

全心投入研究医术

提起魏塔，安塞家喻户晓。提起老蒋，很多人更是
津津乐道——因为老蒋的淳厚朴实、热情好客，更因为
他的“洋辣子”油画。

老蒋原名蒋明放，是魏塔村人。魏塔是安塞县高
桥镇的一个村子，已有百余年历史。因其房屋保留着
古村落的风貌，生活起居保留着传统的风俗习惯而被
陕西书画院定为写生基地，全国乃至世界的写生艺术
家纷纷来到这里感受那份淳朴宁静，激发创作灵感。
老蒋热情地接待了这些五湖四海的艺术家们，带着他
们走进魏塔，感受魏塔的原始风貌。他陪着艺术家们
早出晚归，画老头老太、画山水树木、画一只小鸡、亦或
晒太阳的小狗，潜移默化中，农民老蒋也学会油画了，
而且一画就停不下来。一座山，一道沟，一个磨盘，甚
至一个圈牲口的栅栏都是老蒋的画作素材。老人独坐
的宁静、小狗打架的喧闹，在老蒋的画中一一展现出
来，目前老蒋已有400多幅画作，其中不少画还受到专
业人士的好评。

有人问，“你以前画过没，你不用素描打稿就直
接画油画？”“看人家画得多了，自己就开始试着画，
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了画油画，一有时间就想画一
画。”老蒋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和艺术沾上边，但现在我
已经能画油画了，我要感谢那些来我们魏塔创作的画
家，是他们感染了我，让我在艺术的世界里学习成长。
我更要感谢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为我提供了闭着眼睛
都能画出来的模型，那是我的根。”老蒋充满感慨地说：

“这个爱好我会一直
坚持下去，也会尽自
己的能力画出更多富
有陕北特色的油画。”

吴起法院推出办案新举措

庭审过程现场直播
代表委员观摩监督

老蒋学油画
通讯员 郝莉萍

在吴起县，43岁的蔡永文可
谓是大名鼎鼎。他不仅是吴起县
永安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
理、吴起县第一届商会副会长，也
是延安市第四届人大代表。

不甘平庸
白手起家开辟致富路

1992年，19岁的蔡永文高中
毕业后，便回到吴起县五谷城乡

蔡砭村农村老家，组建了自己
的家庭。孩子出生后，家里的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那时孩子
的奶粉从开始的 6.5元涨到 7.5
元，虽然就差一元钱，但却难倒
了一家人。”忆起当年，蔡永文
十分感慨。

自那时起，蔡永文便有了拔
掉穷根的念头。1996年，经过反
复考虑，他决定学习电焊技术，于
是便背上行囊北上银川投师学

习。两年后，他学成归来，在县城
谋了一份电焊工作。因为积极上
进，2003年，蔡永文便开起了自己
的电焊部，并带出了好几个徒弟。
电焊部刚成立时，需要三项电，要
交1万元的专户费，但蔡永文的钱
都用在了其他地方，根本拿不出那
么多钱。为此，蔡永文东奔西跑，
恰巧当时县上鼓励青年创业，无偿
为他提供了三项电，才使得他的电
焊部得以正常运行。

2007年，蔡永文看到了吴起
县石油产业的发展前景。经过多
方考察，他决定转型搞油田工程
服务，成立了吴起县永安实业有
限公司，为石油开采提供压裂、试
油和相关的配件加工。凭着诚信
经营的理念和过硬的产品质量，
永安实业有限公司迅速在吴起及
周边地区站稳脚跟，成为业内数
一数二的优秀企业，蔡永文也凭
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辟出了一
条致富路。

富不忘本
为村民谋发展之路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我
才觉得幸福。”这是蔡永文常说的
一句话。

在蔡永文的老家蔡砭村有一
座便民桥，每每走过这座桥，乡亲

们都感慨万分。“这是蔡永文出资
帮村里修的，修桥的时候他雇用
大家帮工，还给我们发薪水。”村
民段世贵告诉记者。蔡永文不但
帮他们修了桥，还修了 6公里的
山路，通向乡亲们的庄稼地。“以
前，我们上山务农只有一条羊肠
小道，秋收的时候粮食都要一袋
一袋背下山，遇上个下雨天，路就
走不成了，十分不方便。如今，车
和三轮都可以直接通到山顶，实
在是方便太多了。”村民感慨地
说。除此之外，蔡永文还为村子
里修建了灌溉机井，开办了生态
农场，鼓励乡亲们发展产业，并帮
他们寻找销路。“在帮助大家脱贫
致富上，他花了很多心思，大家都
很感激他。”村支书马生俊说。

蔡永文还资助了很多县里
的贫困户和大学生，逢年过节会
为他们送去米、面、油。对自己
公司的员工，蔡永文也非常关
心，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张远康就是永安实业有限公司
的一名员工。“这里待遇不错，公
司帮我们全额缴纳工伤险和意
外险。蔡经理平时对我们也非
常关心，家里老婆孩子生病他经
常会去看望。我去年投资房子
缺钱用，蔡经理二话不说就把钱
帮我垫上了。”

积极履职
促进非公企业发展

作为人大代表，蔡永文积极履
职，他提出的促进非公企业发展的
议案建议都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3年，蔡永文提出了给非
公企业进行资金扶持并优先向非
公企业输送技术人才的建议。建
议提出后，很快被吴起县政府采
纳。如今，县政府每年都会拿出
几百万元资金对非公企业进行扶
持，并积极引导未就业大学生走
进非公企业，扎根非公企业。

多年来，吴起县一直没有一个
成规模的工业园区，不利于大型加
工企业的发展。2015年，蔡永文
提出了加快推进吴起县金马工业
园区建设的建议。县政府在听取
建议后，也于2016年5月份开始了
金马工业园区的建设工程。

作为纳税企业的总经理，蔡永文
发现很多非公企业在纳税上存在不
少问题。他建议相关职能部门组织
纳税培训，进一步引导企业规范纳
税、合理纳税。建议提出后，县国税
局积极采纳，进一步优化了纳税流程
并定期走进民企对相关工作人员进
行税务知识培训，使该县的企业纳
税规范合理，企业经营也更加规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艳霞）“现在开庭！”6月 14
日上午 9时，随着法槌落下，一起纠纷案件在吴起县
法院开庭审理。陕西法院庭审直播网与新浪官方微
博对该案进行了全程直播。吴起县法院同时邀请了
12名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该案进行庭审观摩。

庭审中，在合议庭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围绕诉争
焦点进行了充分举证、质证和激烈的法庭辩论。旁听
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聚精会神，认真聆听，还不时
地做记录，并对照庭审评分标准进行了打分。

“庭审过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震撼，受益匪
浅。”县政协委员胡志斌觉得，庭审观摩不仅是对法
院工作的监督，也是了解法院、学习法律的好方式。
在和大家的交流中，其他代表和委员也对审判人员
在庭前准备、庭审规范、庭审驾驭能力和书记员庭审
笔录质量及人民陪审员作用发挥程度等方面也表达
了自己的感受以及关于审判的意见建议，大家同时
还就如何提升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等与法官进行了
交流和探讨。

据了解，近年来，吴起县法院先后多次组织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及公众代表等参与了庭审观
摩，并将该项活动变成一项制度化、常态化的工作。

爱洒柳沟村

6月 14日，黄龙县检察院工作人员深入该县圪台
乡长村行政村柳沟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及贫困户，与他
们促膝交谈，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需求，并送上慰
问金。在贫困老党员高长山家中，他们为老人送上轮
椅和2000元慰问金。

通讯员 李怀玉 摄

农村新鲜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