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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谢谢连主任，我想着换髋关节这么大的手术，最少得两三个月才能下床……没想到，

才 3天我就能下地走路了。”近日，68岁的患者于老汉激动地说道。
于老汉的话，是对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骨科中心主任连乐峰服务的肯定，更是他

行医的缩影。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连乐峰毕业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骨伤系，主任医师，是我

市骨科学科带头人。30载光阴，他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修骨医匠，执着于专业的探索和钻研，让
技术炉火纯青、臻于至善，让科室稳步向前、迈上新阶，用“内外兼修”的硬核实力，守护好患者的

生命脊梁。

“为什么选择骨科？俗话说‘脱胎换骨’，如果患者骨头断了，我们能为他接上；关节坏了，我

们能为他换掉。某种意义上，是患者实现了新生，重新恢复正常生活。”提起多年来的行医生涯，

连乐峰深有感悟地说：“对于医生来说，这种努力付出显得非常有意义。”

1994年，连乐峰从河南省中医药大学骨伤专业毕业后，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从事临床
一线工作，这一干就是 30个年头。

获得的成就感的实现离不开扎实的基本功和熟练的操作，对手术技术更是有着严格的要

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先后前往北医三院、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进修学习等，多次参加

髋膝关节置换研修班等，积累了扎实的骨伤科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2004年，连乐峰接任骨科主任。当时科室骨干医师青黄不接、患者少、人心浮躁，开展工作
步履维艰，如何让科室发展好，成为他工作中的头等大事。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发展好科室，连乐峰带领科室人员持续开展业务学习，营造“比学赶超”

的学习氛围；聘请河南省人民医院高延征教授担任科室名誉主任进行长期的业务技术指导、培

训；通过与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洛阳正骨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建立长效

合作机制等多种方式，切实提升科室医护人员的理论知识、临床技能。

“一个团结、有凝聚力的科室，才是一个能打胜仗的集体。”连乐峰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

他制定科室目标，紧抓人文建设，做到思想上高度统一，业务上互相学习，工作上分工明确

……一系列举措下来，科室上下团结一心、奋发有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为了规范科室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他的主导下，细化学科分组，设置脊柱、关节、创伤三

大亚专业，让专业结构更加优化和合理，让年轻医生有施展才华的舞台，实现人人有专项、个个

有专长。

几许耕耘，几多收获。现在的骨科中心已拥有医护人员 28名，门诊量达 2万余人次，收治住
院患者 1600人次，手术近 1000台，实现脊柱、关节、创伤三大亚专业齐头并进，骨科微创化、精
准化治疗技术加速发展，率先在我市独立开展了膝关节置换术、髋关节置换术、脊柱融合手术、

颈椎前后路手术、脊柱 UBE等一系列高难度手术。
“早下地、早康复、无疼痛、有温度”被连乐峰视为行医准则，在他心中，医生就是要将患者放

在首位。

为让骨科患者实现快速康复，在院党委的大力支持下，连乐峰积极推进与康复医学科的骨

科—康复一体化建设，实现骨科康复团队量身制定手术和康复联合治疗方案，减少术后并发症，

快速康复。

除此之外，连乐峰还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时

常参加下乡义诊活动，将健康送到群众家门口；参与健康

教育活动，向公众科普颈腰椎及膝关节等疾病的相关医学

知识，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保健能力；推进“罗圈

腿”公益行动，通过免费检查，制定预防、保健、治疗和康复

的标准化方案，让老人有尊严的生活……提起连乐峰，大

家都说，他是名副其实的“铁骨柔情真医生”。

连乐峰擅长骨关节疾病、颈肩腰腿痛、骨肿瘤及四肢

创伤骨折等骨科疾病诊断与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他曾荣获汝州市杰出青年、汝州市拔尖人才、汝州市最美

医生、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十佳科主任等称号，是河南省

中西医结合骨科微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骨科学

会委员等。

从初出茅庐到骨科临床领域专家，连乐峰将最好的年

华奉献给了最热爱的医学事业，也用匠心书写了骨科发展

的一个传奇，铸就了“铁骨柔情”。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一把柳叶刀，雕刻生命的高度；一根腹腔镜，探寻生命的意义；一

盏无影灯，照亮生命的希望。

张五德，中共党员，主任医师，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胃

肠外科主任，市第七届拔尖人才，市优秀科技工作者。

初心不改 求知探索

“上中学时，我患上了结膜炎，眼睛非常难受，眼角不停流泪，那

时看到医生就感觉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有了康复的希望。”一颗

立志从医的种子，就这样深深地埋进了张五德的心中。

1993年 7月，张五德毕业后，回到家乡在乡镇卫生院工作。那时
候信息闭塞、交通不便，与上级医院之间几乎没有信息交流和业务学

习，只能从书本上汲取知识进行医学探索。种种因素，虽然让医术提

升和视野开阔受限，但他依然坚持自学提升医术，努力让每个患者得

到康复。

“我始终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医生更需要终身学习，只有掌握真

才实学才能立足社会，实现个人的价值。”

于是张五德多次外出学习和进修，2007年 3月，赴河南省肿瘤
医院进修胃肠肿瘤专业；2009年 7月，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进修胃
肠专业；2011年 6月，在四川省泸州医学院（现西南医科大学）攻读
完硕士研究生课程顺利毕业。

一次次的学习不仅打开了张五德对接先进医学技术的窗口，

也让他深刻认识到自身与先进医疗水平之间的差距，更坚定了自

己的职业发展方向。2011年 7月，学成归来后，张五德在医院胸外
肿瘤外科工作，并将学到的新技术、新理念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于

2016年 10月，被任命为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胃肠肛肠外科
主任。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只有掌握最新的医疗科技成果，

才能带来工作的新突破，为患者带来希望。”张五德感慨地说道。

恪尽职守 心系患者

“叮铃铃、叮铃铃……”一天晚上，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夜

晚的宁静，刚从医院回家的张五德接到医院紧急通知，一位被刀刺伤

上腹的开放性腹部损伤患者正在抢救，请他迅速到医院进行手术。

接到电话后，他匆忙披上衣服一路小跑赶到医院，到达医院后，

了解到患者已出现失血性休克，濒临死亡。在时任外科大主任王志军

的主持下，张五德立即更换衣服紧急手术，术中证实，伤者为胸腹联

合伤，损伤胸肌，刺破心包，造成心包填塞。

开腹、探查、止血、缝合……经过数小时的手术，终于将患者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多亏您及时赶到，救了我儿子一命！”出院之际，患

者父亲拉着张五德的手感激地说道。

在工作中像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无论何时何地，张五德都心系

患者，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以精湛的技术，高度的责任心，成功救治了

无数个生命垂危的患者。

谈起从医经历，张五德回忆道：“还有一例是位中年女性患者，经

历过生产大出血、瘢痕子宫、乳腺癌和甲状腺癌等数次大手术，因为

没有收入又是离异单身，住院后很快欠下了 2000多元医疗费，我主
动为她申请担保后才能继续进行治疗，所以患者在弥留之际，紧紧握

着我的手表示感谢。那时候的我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知道生命是脆

弱的，但是只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患者延长生命，也是对我工作和

心灵的慰藉。”

8年前，有一位胃癌合并梗阻的患者，术前还合并有严重的肺部
疾病，不立即进行手术将随时危及生命，术中也是如履薄冰，并且术

后患者出现了肺部感染、呼吸衰竭合并出现应激性溃疡。张五德带领

科室医护人员历经 5天的精心治疗和守护，才将其从死神手中拉回。
说起这件事，张五德感慨道：“很累，但很快乐，因为患者康复了，我们

保住了一个完整的家。”

凝心聚力 打造品牌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亚健康人员尤其是肥胖患者与日俱增，

在医院党委的支持下，张五德在原有胃肠外科医护团队人员的基

础上，组建减重管理团队，并于 2021年开展了我市首例减重代谢
手术，至今已为近百例重度肥胖患者实施手术，为肥胖患者带来了

福音。

除此之外，张五德还注重团队建设和业务提升，通过“一对一”的

临床培训方式，因材施教；鼓励大家学习国内外先进的临床技术，多

次派出年轻医护人员到省内外进修学习，为科室的长远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人才基础。

在他的带领下，该院在全市范围内最早开展内镜下消化道早癌

筛查和治疗，并先后开展了汝州市第一例完全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

第一例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腹部无切口的直肠癌超低位保肛手

术，并在 2018年后相继独立开展了难度更大的全腹腔镜全胃切除
术、直肠癌腹腔镜辅助经肛直肠系膜切除术等。

30余载从医之路，荣誉满身。但是对张五德来说，在众多荣誉面
前，他更看重的是自己诊疗技术的进步和患者的认可。

“我只是医生群体中的一份子，也有不被理解的苦衷和无奈，但

只要看到一个个患者康复，心里就无比满足。”张五德谦虚地说道。

这样平凡朴实的话语，和蔼可亲的笑容，在胸前党徽的映衬下熠

熠生辉。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王文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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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下镇杨庄村 11个自然村 1870多
户 8600多人，只要见过他的人，都能叫出
他的名字，除了担任村委会委员外，还有

一个特殊的身份就是劳动力调查员。他就

是吴延文。

3年多时间，吴延文和许许多多的基
层调查员一样，一心一意投身到如火如荼

的劳动力调查一线工作中，勤勤恳恳，兢

兢业业，用汗水和脚步换来了真实、有温

度的调查数据。

铆足一把劲 业精于勤的调查能手

劳动力调查是统计部门为真实准确

监测和反映我国就业状况开展的一项重

要统计调查。每个月，吴延文作为劳动力

调查员，手持平板电脑走街串巷，深入村

民家中采集就业数据，及时获取第一手劳

动力就业数据，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

依据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平板电脑已充满电，《致劳动力调查

户的一封信》装好了，调查用品带上了

……确认一切准备完毕之后，吴延文给自

己打气说道：“争取今天把剩余的 8户任

务完成！”

“叔，在家吗？我是调查员小吴，之前

和您联系过来做劳动力调查……”6月 13
日上午 9点，在杜庄一户门前，吴延文敲
开了村民家的门。

随后，他掏出《致劳动力调查户的一

封信》和调查用品递到村民手上，同时拿

出平板电脑，点击劳动力调查数据采集程

序，输入账号、密码，找到户主，询问道：

“叔，您家住几口人啊？”“家里人都从事什

么工作？”……随着所有问题询问完毕，吴

延文让村民签字后，提交信息，在规定的

时间内，整个操作过程娴熟，一气呵成。

作为一名 80后，质朴、踏实、有责任
心，是记者与吴延文见面聊天后的第一印

象。谈起如何按时高质量完成劳动力调查

工作？吴延文说出了工作秘诀：“刚开始接

触工作时，我没有任何经验，但是时常在

心里为自己打气，不怕困难、担责与付出，

是我一直遵循的原则。”

2021年 5月，吴延文正式承担起杨
庄村劳动力调查任务，与其他有经验的调

查员相比，他是个十足的“新手”，他凭借

身上的一股韧劲，以谦虚严谨的态度从零

开始。

在 3年多的劳动力调查工作中，吴延
文从对调查工作一无所知到后来经过系

统培训和业务指导，能够熟练精准入户。

劳动力调查问卷指标繁多，部分指标专业

性较强，普通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难以理

解，很大程度依赖于调查员的专业水平和

讲解能力。每年的业务培训时，吴延文会

认真听取每一个细节，做好学习笔记，详

细记录调查注意点。遇到业务难题，他会

“打破砂锅问到底”，向统计部门专业人员

请教。

“劳动力调查复杂繁琐，把准备工作

做透，在正式入户时才能心中有把握，不

能把问题带到工作中去。”吴延文说。

在劳动力调查工作中，吴延文认真负

责，严格按照劳动力调查制度开展调查工

作。“数据一定要真实，我们调查员的业务

素质和工作责任心直接决定着调查数据

质量，我必须对这项工作负责。”吴延文坚

定的眼神中透露着对这项工作的热爱。

基层调查工作是艰辛的，但吴延文从

不惧困苦，每月准时准点出现在劳动力调

查的路上，破解调查中遇到的业务难题，

总结好的入户方法，热心与其他调查员交

流、研讨，找出适合自己的高效工作方式，

为劳动力调查贡献力量。

凭着一份执着和韧劲，吴延文在调

查工作中认真的态度和优秀的表现，得

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认可。2022 年 1
月，在 2021年度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
队劳动力调查优秀辅助调查员评选活动

中，他被评为优秀辅助调查员（三等

奖）；2023年 7月，在 2023年二季度国
家统计局平顶山调查队劳动力调查优秀

辅助调查员评选活动中，他被评为优秀

辅助调查员。

身残志坚 勇担重担 遇难不退缩
今年 37岁的吴延文，在 6岁时遭遇

交通意外失去了左腿。从小除了身体上的

不便外，更多的是心灵上的创伤。在家人

的鼓励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吴延文重拾

对生活的信心。17岁从卫校毕业后步入
社会，开过挖掘机、办过网吧，与他人合伙

开办过食品厂，虽身体残疾，但他用双手

开启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2019年 4月，吴延文因其熟练的电
脑技能，被聘请为杨庄村委会委员，负责

记账、民政、农业、党建、残协等工作。2021
年劳动力调查工作开始后，因其突出的工

作能力，经庙下镇政府推荐，吴延文被推

选为杨庄村劳动力调查员。

“2021年培训初始，吴延文左手拄单
拐的身影，让前来参加培训的众多调查员

十分惊讶，不少人担心这样的身体状况如

何胜任基层调查工作？”市统计局服务业

科工作人员说，培训期间，很多人了解到

吴延文有着丰富的基层经验，且成绩突

出，令大家由衷地心生敬意。

如今，每天一起床，吴延文就要开始

在多个“身份”中转换，开启忙碌的一天。

作为一名劳动力调查员，吴延文每月的工

作就是走家串户、宣传解释、入户登记。

起初腿脚不便的他，面对上门采集信

息，曾遭到村民的排斥与质疑，但在吴延

文看来，“走得比别人慢一点不要紧，只要

一直走，肯努力，就会创造佳绩，收获尊

重，实现人生价值。”

每月的调查时间是相对固定的，为了

保证调查时有充足的时间，吴延文会提前

几天将手头工作完成，或者协调好时间，

在调查工作完成后，再加班加点做好其他

工作。

为了提高效率，每次上门前，他都会

做足功课，了解户主姓名、家庭基础情况、

电话号码等，根据不同的调查户，安排不

同的时间上门调查。

劳动力调查过程中，难免会涉及一些

隐私问题，比如工资收入、家庭成员信息

等，部分调查对象出于保护隐私的心理，

一开始不愿意透露具体信息，导致无法采

集到最真实的调查数据，这就给调查工作

增加了很多阻力。面对这种情况，吴延文

有自己的妙招。“除了耐心地跟调查对象

讲解劳动力调查的工作要求和重要意义

外，还要根据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宣讲他

们感兴趣的政策，通过拉家常的形式，争

取到他们的信任。”吴延文说道。

吴延文是调查路上的“追梦人”。面对

工作，他从未抱怨，反而笑着说：“村里的

工作任务虽繁琐，但是与村民打交道的时

间长了，很多都是熟面孔，开展劳动力入

户调查方便了不少，大家都很配合我的工

作。工作中有苦有累也有乐，说难不难，说

易也不易，劳动力调查中收获最大的乐趣

就是，我所负责杨庄村的劳动力调查工作

很顺利，调查数据也得到了高质量保证。”

夜色中坚韧的铮铮汉子
大多村民奔于生计时常早出晚归，吴

延文为了不与村民时间上有冲突，在中

午、晚上、节假日等，加班入户调查成为他

的家常便饭。

一年四季中，每个月开展劳动力入户

调查时，吴延文在走街串巷的平凡岗位上，

满腔激情，风雨无阻。特别是遇到冬天下雪

天，对吴延文来说，开展入户调查，比常人

更加困难，但他的脚步从未停歇过。“既然

领导把这项工作交给我做，就是对我工作

能力的肯定和信任，我有责任把这项工作

做好，不该为自己找借口。”吴延文说。

在吴延文的记忆中，2021年冬天的
一次入户调查，至今难以忘怀。当天格外

寒冷，吴延文和户主约定晚上 8点，待户
主下班后开展入户调查工作，但当吴延文

按照约定时间到达户主家门口等候时，户

主临时有事，不能按时回来。当时，吴延文

十分矛盾，当即回去又怕户主很快回来，

为了能完成任务，他在寒风中等了两个多

小时，才等到户主。看着户主满脸疲惫和

不情愿的表情，吴延文用冻红的双手递给

户主《致调查户的一封信》和调查礼品后，

耐心地和户主沟通，户主被吴延文的工作

精神所打动。

当晚，调查结束回到家已是晚上 11
点，在家等待的妻子看到归来的吴延文

后，满是心疼。“每次看到他为了工作，不

顾身体，我总是想多说他几句。”吴延文妻

子说。

当家人担心吴延文太累的时候，他总

是笑着说:“我要趁晚上调查户都在家时
开展调查，他们每天上班也累，晚上还要

配合我们的调查，大家没有怨言，还热心

协助我调查，我自己累点没啥。”

每月的劳动力调查，每月的走街串

巷，让吴延文对村里的群众情况掌握比较

清楚。他时常走访调查时，走一走、看一

看，要是谁家有点大事小情，他总是力所

能及的热情帮忙。

“我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村民看见我

就老远打招呼，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比

同情、怜悯更有价值。”吴延文说。

转眼间，吴延文任担任劳动力调查员

已 3年有余。他以超常人的毅力，克服自
身的缺陷，不知道走了多少里路，穿坏了

多少双鞋。

岁月更迭，在一步步脚印、一声声问

询中，宁可多走几趟、多问几遍，也不漏

登、错报，是吴延文始终坚持的工作原则；

走访时脚勤，询问时嘴勤，记录时笔勤，是

他始终保持的工作态度；依法统计守住底

线，为国调查责任在肩，吴延文怀着炙热

初心，一路前行，在劳动力调查征途上留

下属于自己的调查人印记。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盼盼

吴延文：“单腿 拐杖”丈量杨庄村的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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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延文（左）入户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