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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效房，他的一个学生说
道，年轻时他就是个工作狂，一天到
晚都在医院，过年时到了 12 点还要
查房。如今 96 岁了，他工作狂的本
色依然不改。

今年 70 岁的张金嵩，1968 年毕
业于河南医学院，1978年成为张效房
的首届硕士研究生以后，被大家称为
张效房的“大弟子”。

他从郑大一附院眼科主任位子

上退休后，还继续在医院坐诊。他说
自己的老师还在给病人看病呢，自己
怎么好意思偷懒。

谈起对老师的印象，张金嵩说：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而他也
正将这种作风一步步传承。

张 效 房 的 老 伴 去 世 多 年 ，在
儿子眼中他是一位非常要强的父
亲。虽然这么大年纪，但对生活
满怀希望，病人找他咨询问题、加

班，他都没有任何怨言，他生活得
很充实，认为生活很有劲头。每
天坚持走路上班，从不让别人扶
别人送。

当问到长寿秘诀时，张效房笑着
说：“我没有什么秘诀，我思想比较简
单，我只想着怎么把眼睛治好，怎么
改进治疗方法、手术方法，使病人得
到更好的疗效。病人好了，病人高
兴，我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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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晚，“寻找最美医生”颁奖典
礼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眼科教授张效房等10位医
生获得“最美医生”称号。

去年12月,中央电视台启动2015“寻
找最美医生”大型公益活动,旨在推选出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道
德引领、彰显时代精神的“最美医生”和

“特别关注医生”各10名。
张效房1945年毕业于前国立河南大

学医学院,至今仍在医疗、教学和科研园
地辛勤耕耘。曾获光荣称号 14 项,包括
全国先进工作者 (劳模),全国优秀工作
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十大科
技功臣,美国眼科中心颁发的突出成就
奖以及中美眼科学会颁发的“金苹果奖”
等。

1920年，张效房出生于医学世家，受
父亲影响，从小就励志做一名医生。1939
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国立河南大学医学
院录取，并选择眼科学。6年的辛苦学习，
1945年毕业后正式成为一名眼科医生。

那个年代，沙眼的发病率极高，是致
盲首因，如果治疗恰当，完全可以避免失
明。于是，他和同事一起利用周末时间
到农村，为老百姓治疗眼病。

那时候，我国工业发展迅猛，工人眼
外伤导致失明的情况非常普遍，张效房决
心要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他对眼内异物
的定位和摘出进行了系统研究，先后有36
项发明，他所设计的方格定位等方法被称
为“张效房法”，在全国推广，并被认为是我
国对世界眼科学的一大贡献。

如今96岁了，出门诊对他来说仍是头
等大事，在面对一些慕名而来但没有挂上
号的患者时，他常常忘记自己的年龄，加班
加点，一口水都顾不上喝，长时间保持着一
种姿势，精力高度集中。患者常常挤满了
诊室，而他们并不知道眼前的这位老人其
实是做了十几次手术的癌症患者。

张效房的身体状况牵挂着周围
许多人的心，看起来铁打的他，其实
已经做了十几次手术：肾脏摘除、脑
部支架、胸部肿瘤等。每次他都以超
越常人的豁达度过危险，同事们都笑
他越做越勇敢。

有一次到美国开会回来，他感觉
到头疼，下了飞机没有回家直接来到
医院，当时脑子就做了搭桥手术，可
这样他也没有闲下来，手术后没多久
就回到医院上班。

正是这次手术，让他留下了后遗
症，导致了他的听力有所受损。从那
以后，面对病人时，他都会歉意地表

示让对方说话大点声。
在最危险的一次肾脏手术前，他

唯一想到的是把毕生积攒的 120 万
元钱捐出来，建立眼科医学学术基
金，用于资助和奖励年轻的医生
们。他说当时是肾癌，谁知道会怎
么样，还能活多久，早一点捐了还
能帮助大家。

幸运的是，那次手术他再次与
死神擦肩而过，这让他越发感觉
到时间的宝贵，在那之后，几乎每
个白天他都在门诊、查房和教学
中度过，晚上回到家后继续修改
论文，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义

务担任了《中华眼外伤职业眼病》
杂志的主编，每篇文稿他都倾注
很多心血，那些密密麻麻的笔记
是 他 一 生 执 着 于 眼 科 医 学 的 见
证，每天晚上改文章都要到凌晨
两点。

张效房说：“人生嘛，最后都有
归宿，不过早一点晚一点就是了。
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应该尽自己的
能力来作出最大的贡献，我觉得这
是对社会的责任。我没有老想着
我多大年龄了怎么样怎么样，我只是
想着尽量地活下去，尽量地学习，尽
我的所能来工作。”

张效房每次住院都是在自己所
工作的医院，他是医院里最德高望
重的医生，但他从来不接受医院的
特殊安排。为他治病的同事告诉记
者，十几年前住院的时候，他只说了
一个要求，给他一个能写能看的小桌
子就行。

从那时起，和别的病房不同，
张效房的病房里会多出一张桌子，不
管白天黑夜都能看到他在桌子前专
注工作的身影。

低调随和是张效房给周围人的

印象，而在护士眼中他却是最难管的
病人。“他在住院的时候会去查房，有
时候也会到门诊去坐一坐诊，如果几
天不工作，他就会着急。他虽然是我
们的病人，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医
生是最难管的病人。”护士说道。

有次因为结肠息肉住院治疗，刚
过两天，张效房就坐不住了，把病号
服换上白大褂，又出现在眼科病房
区。不仅如此，他还按照之前的课程
安排，给学生义务讲座，他讲课非常
受欢迎，两个多小时不喝水不休息侃

侃而谈，以至于大家都忘了这是一位
已经96岁高龄的老人。

他还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经常
外出会诊、讲座、手术演示，但是他每
次都会事先声明“不要任何馈赠，不
收任何报酬”。

因为他在眼科医学界的影响力，
这几年这样的义务讲座邀请越来越
多，就算再累，他也从来不拒绝，他说：

“我也像他们一样，都是从学生走过来
的，对他们很有感情，只要能对他们有
所帮助，我就很愿意做这些事情。”

在医生和病人之间 他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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