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2019.12.13 星期五
责编 龚家惠 ｜ 版式 周洁 ｜ 校对 卢雯 A13

市九院普外科经过几年的发
展，在技术上开展了很多手术，常见
病种按照国家医保规范，进行常规
诊疗，并进行单病种控费，为患者节
约费用。2017年，外科独立病区，有
了专门的普外科病区，而原来的普
外、脑外、胸外合并一个病区。加上
引进人才和进修学习，九院普外科
这两年发展势头喜人，由于床位供
不应求，手术也是经常要预约。

一方面是苦练内功，另一方面，
普外科也跟上海、南京专家对接，邀
请专家到无锡坐诊及手术。如与瑞
金医院、新华医院，南京中医院等医
院专家不定期来锡指导，提升外科
实力。规模在扩大，技术储备和人
才储备在不断前进。

“我们的目标是让周围的老百
姓能够在家门口的医院就能解决常

见病、多发病。”樊书荣说，目前普外
科对于做胆囊、疝气、大隐静脉曲张
等常见病都按规范临床路径，进行
控费。目前微创手术是普外科主要
治疗手段，也是九院普外科的强项，
独立开展了右半结肠切除术等高难
度手术。今年还新添了电子胆道镜
用于做胆管结石，明年准备把微创
乳房、下肢静脉曲张手术开展起
来。 （江南）

苦练内功、扎实开展各类手术
市九院普外科独立建病区两年如今手术已要预约

在很多人眼里，无锡市九
院、市骨科医院是一所骨科特
色医院，事实上经过近年来狠
抓综合科室建设，市九院的综
合科室在锡城的影响越来越
大。对于多发病和常见病，该
院的内外妇儿等科室力量越来
越强大，满足了周边居民的就
医需求。该院普外科就是一个
例子，经过几年的发展，普外手
术范围大，微创手术范围已经
扩展到脾切除，右半结肠切除，
开展了很多手术，满足了周边
居民的就诊需求。

近日，盐城来锡花季少女姚某
的母亲向市九院普外科主任樊书荣
主任医师报喜，她女儿的血小板已
恢复正常范围。而之前，17岁的姚
某来锡游玩遭遇车祸，及时接受了
全脾微创切除手术，才得以转危为
安。

姚某在无锡遭遇车祸，上腹部
疼痛不适，被送到无锡市九院，查腹
部提示脾脏外上缘挫伤，腹腔和盆
腔积液，诊断为腹部闭合性损伤，外
伤性脾破裂，需紧急手术切除脾脏，
否则患者容易有生命危险。由于脾
脏破裂失血情况紧急，手术视野必
定难以充分暴露，腹腔镜下做脾破
裂手术比开腹手术操作难度大得

多，因此此类脾脏切除一般选择开
腹手术，但这样至少会在腹部留下
15厘米长的疤痕。考虑到患者是花
季少女，家属也有美观的迫切要求，
因此医生作好两手准备，优先考虑
微创脾脏切除术，仅在腹部打四个
5-10毫米的小孔，游离脾门，显露分
离结扎脾脏动静脉血管，好在脾脏
出血速度不是很快，在麻醉医师及
手术室护士的密切配合下，使得微
创手术得以顺利完成，术中清理患
者腹腔、盆腔积血约600毫升，实施
自体输血300毫升，术后腹部几乎无
疤痕。由于脾切除后可继发血小板
短期内升高，经过数月休养，如今姚
某的血小板已降至正常范围。

无独有偶，最近结肠癌患者袁
阿婆也来向樊书荣报喜，如今她又
恢复了往常的生活，她从心底里感
谢樊书荣。两个月前，袁阿婆被诊
断为结肠癌，并伴不完全性肠梗阻
还有肠息肉。当时袁阿婆的家人并
没选择到三甲医院手术，而是选择
家门口医院。

整个手术持续了近5个小时，樊

书荣和助手为患者实施了腹腔镜结
肠癌根治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
利。这个微创手术留下的疤痕很
小，袁阿婆说，后来打听了才知道这
里的手术方法是和三甲医院一样
的。术后出院回家休息没多久，袁
阿婆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她特别
感恩九院医护人员，是他们给了她
新生。

为花季少女成功微创脾切除

结肠癌患者术后来报喜

外科床位也供不应求

工党竞选策略重点不在“脱
欧”，而在国有化、结构性改革和
民生议题，看似脱离主题，实则另
有深意。

一方面，“脱欧”是工党软肋，
党内分歧严重，模糊表态是一种
安全策略。

工党领袖科尔宾自“脱欧”公
投以来一直给人留下疑欧主义者
印象，导致原本相对亲欧的工党
在“脱欧”谈判多数时间表现被
动。科尔宾支持者中既有主张

“脱欧”者，也有相对亲欧的年轻
群体。为争取选民，科尔宾只能
采取模糊策略。

另一方面，科尔宾认为，全
球金融危机严重削弱新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的合法性，英国民众
要求政府发挥更积极作用，更注
重社会公平，英国政治正在“向
左转”。

本次竞选中，工党左翼色彩
鲜明：终止保守党政府多年紧缩
政策，扩大财政支出；推进供水、
能源、铁路、邮政等服务国有化；
向富人和大企业征税。不过，
830亿英镑的“天价”政府年度预
算如何实现？将会给纳税人带来
多大负担？科尔宾没有回答。

近年来，英国左翼智库的涌

现和活跃为工党提供有力舆论支
撑，逐渐形成一套社会经济政
策。“科尔宾经济学”旨在解决英
国几大社会难题，包括私营企业
缺乏监管、社会服务缺乏资金、贫
富差距日益扩大，但推行“科尔宾
经济学”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从
一系列民调结果看，对工党来处
的“药方”，英国民众并未做好接
受的心理准备。而一旦政府强推
国有化，资本可能外逃，影响行业
稳定和经济发展，国有化能否解
决企业运营效率问题也有待观
察。

（据新华社）

英国“最难预测”选举前瞻：

向左转，向右转？
英国议会下院选举定于12月12

日“鸣锣”，堪称数十年来“最难预测”
选举。以“脱欧”为关键词，这场选举
的结果不仅对英国政治进程产生重大
影响，也将是英国在全球坐标系中重
寻定位的尝试。

用一些英国媒体的话说，两大政
党保守党与工党竞选主张泾渭分明，
此次选举将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二次
“脱欧”公投。

从选举核心议题看，“欧洲问题”成为此次
英国选举的决定因素。

英国媒体分析，保守党与欧盟达成的新
“脱欧”协议已获议会下院通过，英国脱欧党则
以“脱欧”为政治目标，预计两党将得到“脱欧
派”选民选票；工党支持对“脱欧”协议二次公
投，自由民主党明确提出取消“脱欧”，这两党
是“留欧派”选民主要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多个反“脱欧”民间机构正
借助大数据指导选民展开“策略性投票”，以阻
止保守党胜选为主要目标。最新民调显示，大
约四成受访选民表示将改变自己在上次大选
中做出的选择，转而支持其他党派。

某种意义上，2016年“脱欧”公投是疑欧派
以欧洲身份政治“绑架”保守党、继而重塑英国
政党政治的结果。2018年以来的“脱欧”历程
以及这场选举则见证“脱欧”对政党政治的“杀
伤力”：不仅撕裂社会民意，也打破民众先前的
政党忠诚。

多项民调显示，保守党对工党领先优势逐
步扩大，赢得选举是大概率事件，悬念在于能
否掌握议会下院绝对多数席位。根据一项选
举预测，如果有40%选民践行“策略性投票”支
持“留欧”，选择自由民主党或工党，保守党将
失去绝对多数地位，由此出现“悬浮议会”，“脱
欧”就会再次面临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本次选举，保守党主打“脱
欧”牌，正是清晰认识到，如果无
法解决“脱欧”难题，其他政策推
进都是空谈。能否“脱欧”是选民
首要关切，也是保守党“生命线”。

具体到“脱欧”路线图与时间
表，保守党竞选承诺提出，“脱欧”
过渡期不会超过2020年底，明年
与欧盟磋商贸易协定。不过，一
些专业人士认为，过渡期延后可
能性不小。

根据经验，欧盟新近达成自

贸协定的磋商和落实时间从未少
于3年。英国如果未能在2020
年底前与欧盟磋商达成自贸协
定，同时拒绝延长“脱欧”过渡期，
就将失去现有贸易优惠条件，依
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与欧盟开展
贸易活动。

“脱欧”以外，保守党还注重
民生，竞选承诺涉及医疗、教育、
安全，主要面向底层民众，以争
夺工党选民；移民政策方面，将
于2021年起推行澳大利亚积分

式移民体系，以吸引高端人才和
高净值人群，提升英国竞争力。

以历史视角观察，保守党历经
30多年，才从相对亲欧政党走向
温和疑欧政党。而从温和疑欧政
党转向强硬疑欧政党，只用一年时
间。这一突变更多是保守党现实
选择：只有采取强硬“脱欧”立场，
才能夺回选民。出于政党利益和
选举利益考虑，保守党政策已经逐
渐偏离中间政治、共识政治传统，
表现出一定民粹化倾向。

身份政治超越政党政治

“脱欧”能否摆脱“拖欧”？

“科尔宾经济学”能否治好“英国病”？

保守党 右转：

工 党 左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