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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有一个很“土”
的人，这个人就是肝胆胰外科主任李世平。

李世平不太注意边幅，好多人都觉得他很
“土”，不像一个大科的主任。然而，他却带
领肝胆胰外科这个团队，屡屡创造奇迹。

李世平不仅在医术上颇有造诣，对患者也
是关怀备至，赢得了患者敬重。一天，他在开
车回家的路上，一个骑电动车的人因闯红灯意
外摔倒在他的车前，有人立马站出来证明与他
无关，并对他说：“李主任，你给我治过
病。”

是什么原因使然？用李世平的一句话或许
能够解答：医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越是崇
高，就越应该维护好她。

勤于学习

是不断进取的加油站

“一个不懂医学发展史的医生，不是好医
生。”这是李世平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他说，科研创新的确能在临床上给病人解决
实际问题，但是，在没弄明白它的内在机理
是什么、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之前，盲
目创新是会出风险的。读历史与科研并不矛
盾，医学需要科研，创新发展是医疗技术发
展的灵魂。

在李世平的家里，有关医学方面的书籍很
多。书，已经成为他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次外出学习快要结束时，李世平打电话
叫妻子给他打钱，因信号不佳，妻子只是隐约
听到发现了什么宝贝要买回来，结果，她满怀
期待等来的却是几箱书。

“在医学界，如果想在一个领域内保持长
青，就必须要有扎实的学术基础和良好的道
德品行。”在李世平的眼里，学习跟做事
业、做人是一致的、相通的。书中的道理就
要在自己做人的实践中去体验。因此，学习
要从“敬”、“恒”二字上下功夫。他认
为，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够知道自己的不
足；只有通过学习，不断丰富自己，才能拓
展眼界。

“李主任治学严谨、工作勤奋，是我们学
习的楷模。”肝胆胰外科护士郑淑娟说，在
这个科室工作，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气氛
融洽。

纵观李世平的发展轨迹，“勤学”是他成
功的不二法门。这种从小就养成的勤奋习惯，
是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的美
德。然而，绝大多数人的成功之路都不是一帆
风顺的，李世平也不例外。

李世平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学习都很
好，恰逢遇上“文革”，因家庭成分高，都
没有机会上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他明
白能够有读书的机会，对他来说是何其珍贵
和重要，并立誓一定要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
人生。从此，他以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
倔劲，描画着自己的未来。读高中时，数学
总是全班第一。

考入大学后，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
知识层面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尤其是进
入武警山东总队医院后，李世平的人生志向也
在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

1989年，武警卫生部对所辖武警医院，举
办了一个肛肠学习班，请了一些全国有名的
大牌专家授课。这次学习让李世平看清了自
己与那些大牌专家的巨大差距，也明白了医
无止境的道理。他认为，人的一生，精力有
限，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要有所成就是很难
的，与其一生四处钻研皆无造诣，不如在某
一领域深入研究而有所收获。所以，只有专
注地做某一件事，集中全力，才能把这件事
做精做好。

抱着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1991年，李世
平由部队转业进入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1994
年去上海中山医院进修肝脏外科一年。

2003年，进入不惑之年的李世平，为了更
好地向胆道外科大师黄志强院士学习，毅然去
解放军301医院肝胆外科进修一年。当时，40多
岁的他在学员中是老大哥，比上级医生的年龄
还大，足见其不负初心的毅力。

“年轻的时候，勤奋学习是为了改变命
运，有一个好一点的人生。后来，干了医生后
才发现，如果不继续学习，就根本圆不好自己
的人生。”从医十几年后，李世平已经将“学
习”的界定，不局限于知识的层面上了，他认
为，在工作中学习要有恒心，这不仅是指学
习、做事的一种良好习惯和规律的问题，还是
有没有干事的恒心和能不能当好一个医生的志
向问题。

“李主任已经是腹部外科方面的专家了，
却一直保持着手术前查阅相关文献、了解本
专业最新进展、论证手术方案的习惯。每周
的周二，是我们科学习本科室相关知识的新
进展、探讨相关专科的前沿技术、总结以往
手术经验的固定学习日。遇到疑难问题，学
习日上经过大家的悉心探究，就变成自己的
东西了。”肝胆胰外科医生耿超介绍说，有
一次，一个胃癌患者术后出现了腹腔大出
血，保守治疗效果欠佳后，进行二次手术治
疗后康复出院。“术后腹腔出血，是腹部外
科手术经常遇到的并发症，尽管患者早已出
院，但在学习会上，李主任带领大家分析原
因，总结经验，并带头自查自纠。”

1992年丹麦专家提出围手术期快速康复理
念后，李世平又在以止疼泵解决患者疼痛问题
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少给病人插管子、配合治疗
让病人早下床活动、早吃饭等有利于病人快速
康复的治疗理念。他认为，要想在某一领域

有所建树，就必须专心以求。而医学上有些
疾病之间往往都有联系，如果只对一种疾病
专一，则会大大限制专长的发挥。只有在专
精与广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才能由博返
精、触类旁通。

在日常工作中，遇到医生不明白的问题，
李世平常常会组织讨论，或者专门办个讲
座。他说，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医学来不
得半点马虎，稍有差错或许就是人命关天的
大事。再说，如果他们弄不懂或者不让他们
养成认真的好习惯，势必会有很多人成了试
验品，这个代价就太大了。病人一旦在痛
苦、时间、金钱上投入了，医生就必须以帮
助亲人的心态制订治疗方案。“医生就像一
个裁缝，把一块布料交给你，你就不能简单
地裁裁剪剪了事，重要的是让客人穿上衣服
后，感到既舒服又好看。”

医生是治病的

但更应该治人

“医患之间‘诚’字很重要。”李世平
说，做医生光有能力是不行的，还要善于与病
人交流，诚恳地对待患者并与之建立互信。

李世平介绍说，某些优秀医院的医生给病
人看病的方式，很值得借鉴：前25分钟聊家
常，后5分钟才谈病，就和会见了一个老朋友一
样，病人感到很舒心，信任就在彼此间的“闲
聊”中产生了。

李世平认为，很多疾病是心理因素造成
的。对病人进行心理方面的疏导时，往往能够
从中发现致病诱因，不仅有利于对疾病的诊
断，还能在治疗过程中起到既治标又治本的效
果。尤其是对那些重症患者，在与他们聊天中
建立互信，摸清病人的真实想法，让其消除顾
虑并积极配合诊治，再在此基础上设计治疗方
案，才能更加精准。

一个大学的教授得病后，到几家医院看
过，花了不少钱都没治好，慕名来到附属医
院。李世平便找一些大学里工作和生活方面
的话题与他聊，从中找出了致病诱因，然后
对症下药治好了。从此，这位教授只要身体
不舒服，不管与李世平的科室有没有关系总
来找他，并逢人便说：“只要找着李世平就
能把病看好。”

李世平分析说，那位大学教授遇到的并非
疑难杂症，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
为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匮乏，往往上来就问
什么毛病，问诊过后便是检查收费，痛苦还
没说完就给打发走了。他认为，要真正做到
对病人负责，就必须做到对病人以“诚”，
并且把这种出自内心的“诚”，时时刻刻贯
穿于工作当中。

基于此，李世平不仅用“诚”字严格要求
自己，在劝诫同事时，总以“诚”字相诫，多
数情况下都是从服众的角度出发，很少空谈大
道理。“来到医院后，李主任与我第一次交流

的话题，便是怎样以诚恳的态度对待病人。”
年轻医生张琳说。

“来我们医院的病人，多为周边县市区的
百姓。李主任看门诊时，从来没有高高在上的
那种语气，尤其是对农村来的人，常常以拉家
常、聊天的方式问诊，以平等的心态，把病人
的病因找准，把病看透。”耿超说。

魏女士，27岁，有便秘史，怀孕7个多月
时，十几天没大便。从一家医院转来时，瘦得
皮包骨头，还插了胃管。经诊断，魏女士得的
是假性结肠梗阻。

魏女士到医院后，经产科检查，孩子的生
命体征正常，按亲属的意愿，还是希望要这个
孩子的。一边是孕妇的排泄渠道不通，进食只
能加重病情，一边是孩子的发育，急需从母体
内获得发育所必需的营养。李世平给出的方案
是在盲肠上造一个瘘。这样她可以正常进食，
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等生孩子时再把肠子送
进去。

开始，魏女士怕影响美观，并不接受这个
方案。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情绪也发生了
波动，认为这个孩子与她命中相克，要流
掉。“这毕竟是一个7个月的生命，你就是把
孩子流了，能解决肠子的问题吗？如果再次
怀孕还是这样的话，你难道就不生了吗？会
不会给以后的生活埋下可变的诱因？”李世
平与她谈家庭、聊人生，最终用真诚打动了
她。

手术后，魏女士很快就胖了起来。查房
时，李世平每次都笑着和她聊些病情之外的事
情，有时还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不要再埋怨
他给你带来厄运了，这样他会不高兴的。”
“孩子又踢你了吗？”

“现在不是原来那种想法了，我一定要把
孩子健康地生下来。”魏女士说。李世平用那
些看似“没用的”家常话，不仅缓解了魏女士
初来医院时的精神压力，坚定了与病情抗争的
信心，还在用另一种和婉的语气，关注着孩子
的生长状况，关注着这个家庭的未来。他说：
“一个医生，只与病人谈病情是不够的，治病
更应该治人。”

最终，按照李世平的治疗方案，手术非常
成功，魏女士一家都很高兴。

“在日常工作中，他经常提醒我们要对得
起患者。在药物使用上多为患者本身考虑，为
患者的家庭考虑，多用那些既廉价又效优的药
品，尽量减轻病人的负担。”肝胆胰外科医生
马玉文说。

“有一次，我们下班刚到电梯口，遇到一
个要做CT找不到地方的人，李主任一边和他聊
着天，就径直奔CT室去了。事后，我问那是他
什么人，他说不认识。这件小事，对我的触动
很大，怪不得经常听患者家属议论，说我们主
任不像个大主任，倒像自己家里的人。”郑淑
娟说。

尽管“诚”已是李世平修身、做事的重要
原则，是团结人的精神力量，更是他的人生理
想，但从医者向来就带有些孤独的色彩，一些

不想发生的事情，常常会不期而至。
一位患胆囊癌的病人，三年前李世平给他

做过手术，因复发致使胃到肠子间不通了，只
能再次手术处理。术后，患者家属对治疗方
案、手术过程都很满意。不巧，患者咳嗽时，
因用力过猛，缝口开了，只能进行二次缝合，
因此就多住了7天院。

出院时，患者的儿子找到李世平说：“李
主任，这次多花的7000多块钱，我不给你结
账。”

李世平一边耐心地向他解释，一边调出诊
治的药费清单，向他分析：7000元中有3000元
是营养药，这总该认吧？剩余4000元是麻醉、
手术费，医保可报销2000元，剩余的2000元我
拿，去结账吧。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2000元递
过去。

“有人跟我说，通过刀口二次缝合这件
事，能向医院要一笔钱。”见李世平诚恳，患
者的儿子也说出了实情。“你帮我父亲治了
病，还要从你家拿钱，那我就真不是人了。”
边说边跑去结账了。

《论语》中有句话：“不怨天，不尤
人。”“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
也。”李世平身居主任一职，潜心于医业，
对发生在医疗过程中一些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的处理，已远远超出了一个从医者的范畴，
尽管有时也感到很无奈，但他始终坚守着一
个“诚”字，不愿抱怨别人，脚踏实地、一
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奔着老老实实做事、
踏踏实实做人的原则，对病人以诚，这一点
不得不叫人佩服。

“医生的责任是救人，即使不被社会所理
解，也要有耐受委屈能力，不改变把患者当亲
人的初衷才行。”李世平说，他也有霸道的时
候。有一次，安丘一家医院在给病人做手术时
出现了大出血，李世平接到求救电话后，便急
促上了电梯，为赶时间就把电梯控制了，说了
句对不起，就直接去了地下车库，同电梯的人
很是不解。病人得救了，他却因路上违章被罚
了600元的交通违章费。他说，当接到下级医院
紧急救援时，他觉得自己开车去比来车接要节
省时间，次数多了，别人就给他起了个“消防
车”的网名。

理想

需要挺身入局的倔强

在301医院一年的学习时间里，给李世平
带来的变化是很大的。长期以来，解放军301
医院在国人心目中的牢固地位，着实令他慨
然。那么多患者，明明知道即使托门子找关
系也是一诊难求，为什么还是往北京跑？诚
然，医院无可比拟的综合实力，无疑是起着
决定性作用的。

然而，细心的李世平还是在对比中发现了
两个问题。一是301医院并非所有科室的技术
都达到了强不可攀的地步，但医院24小时战备

状态的值班机制，将各科室间的职能有机地
融合为一体，无疑是其制胜的法宝，“301就
是一个金字招牌，离开就不行了。”他无意
中听到301一个医生说的这句话，也证实了他
的观点；二是基层医院的综合实力，没有达
到令患者信服的地步，尤其是缺少权威性的
全科专家，解决患者的需求，而基层医院普
遍存在的科室间配合不足的现象，却恰恰不
利于这类专家的培养。

李世平决心将医生护士团结起来，拼上几
年。

“一个不善于学习和创新的团队是没有生
命力的。”李世平说，要带好这个团队，作为
带头人就必须自己先做到挺身入局，给这个团
队注入活力。

李世平很推崇“妙来无过熟”这个词。他
认为，只有“熟”了，“巧”才可水到渠成，
进而方可成就“妙”字。于是，他便从
“熟”字上开始坚挺。

李世平在科室开展严格的术前术后通知单
制度。将入院后检查结果是怎样的，需要做什
么样的手术，术前该注意哪些事项，术后康复
过程中的饮食该注意哪些，做出个明白的告知
单通知患者；出院时，将患者因为什么病入院
的，经过怎样的检查，在什么麻醉状态下做了
什么样的手术，手术中是什么情况，切下来的
样本经病理化验结果怎样，术后用什么药治好
的，在什么状况下出的院，出院后一个月饮食
该怎样调剂，两个月、三个月后能干什么，什
么时间来院检查，所有这些内容，用A4纸打印
好，并附上联系电话，在病人出院时交给患者
家属。

“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方便患者的后续治
疗，待患者来医院复查时，有利于对病情的
诊断；二是便于对患者的随访，及时收集与
手术相关的有效信息。”说到随访，李世平
认为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通
过不同的途径才能证明它的科学性，所以才
特别强调主治医生与患者及时联系随访的重
要性。

儒家向来主张正人先正己，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身不正，就无法去要
求下属。如果自己身正心正，无瑕可责，则无
人不服。所以，要想服众，自身就必须做在别
人的前头。

平度一个老乡村医生，因肝硬化腹水去世
了。没过多久，他弟弟又是腹水，也没救过
来。李世平在随访的过程中发现，两者皆因
进入肝的血流不出来，导致肝淤血，肝硬化
腹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百思不得其
解。

巧的是，那位乡村医生的对象，也因轻度
肝硬化腹水来住院，李世平在与她聊家常时得
知，她丈夫认为三七是防止心脑血管疾病的
药，便从网上购买了大量的三七粉，天天服
用，受其影响，家人或多或少都在吃，自己吃
得少点。这引起了李世平的注意。

在查阅大量有关三七功效的资料后发现，
三七具有活血、止血功能，过量服用会造成肝
静脉的梗塞。根据这一特点，李世平有针对性
地进行施救，最终保住了那位乡村医生妻子的
生命。

李世平在科室围绕“熟”大做“坚挺”的
文章，立足于梯队建设，推崇学习和各项技能
的训练，为以后的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让
他们在这个基础和规模上不断提高、不断完
善、不断追求，再达到精熟的境界。比如一个
癌症患者，什么症状下去世的，去世前状况如
何？回过头来反思一下手术做得如何，再次遇
到这种情况采取另一种方法，对病人是不是会
更好一些？长此以往，医术便在不知不觉中不
断精进。”

李世平一直注重于手术后病人快速康复的
课题研究。早在肝胆胰外科成立初期，他就围
绕病人手术后快速康复的问题，提出过如何比
常规手术方案多出半种办法的倡导。

李世平这种做事有定程、持之以恒的学习
精神，对其同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并不
缺失执行力的弹性技巧。

李世平的车刹车出了问题，在去修理厂维
修时，因为不改以往挺身入局的习惯，便围着
修车的师傅转。老板对他说：“你就坐在这里
喝茶就行了，不用你亲自参与。”“我干的活
和你差不多，一看出毛病来修理修理就好
了。”李世平诙谐地回答。

其间，因徒弟的操作引起了师傅的训斥，
而师傅却没有告诉徒弟错在什么地方。结账
时，李世平把那个师傅叫到一边客气地说：
“你应该告诉他怎么修而不是一味地发火。
徒弟没干好，训他也不为过，但你要告诉
他 ， 问 题 出 在 哪 里 ， 否 则 ， 下 次 还 会 出
错。”

这种不加修饰的谈话方式，并非李世平仅
就此事预先设计好的，却是他言传身教的处事
风格。

“我们科在李主任的带领下，只要是在临
床上对病人有好处、有帮助的新技术新项
目，都会克服各种困难引进来。像最近开展
的内镜下曲张血管套扎术+组织胶止血术、新
开展的TIPS术为肝硬化静脉曲张手术，患者
都很满意。内镜下经十二指肠乳头切开取石
术每年开展约200余例，既能解除疾患又使患
者免受开刀之苦。”耿超介绍说，科室加入
了国家研究平台，将乙肝患者建档之后随
访，进而使患者能够得到及时、准确、规
范、科学的治疗，并依托此平台帮助一些基
层医院建立起了乙肝、肝硬化、肝癌的分级
诊疗。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世平严于律己、自强
不息、挺身入局的精神，逐渐在团队的身上得
到了突出体现。在他的带领下，肝胆胰外科已
成为附属医院梯队建设良好、诊疗精准的优势
学科之一。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李世平———

华枝春满始灿烂

每周二是科室固定的学习日。图为李世平(站立者)与大家进行案例分析

李世平(中)与患者亲切地交流 善于学习的李世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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