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3月3日

电话电话:(:(05910591))8709587095576 版式版式//林珊林珊责编责编//蓝旭蓝旭 7特别报道·专题

近年来，由于中小学生课内
外负担加重，电子产品的普及、用
眼过度、用眼不卫生、缺乏户外活
动等因素导致我国儿童青少年近
视率居高不下、不断攀升。近视
低龄、高发日益严重，已成为一个
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

为了保护更多孩子的眼睛，
张俊华身兼国家教育部全国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
成员，第一届全国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专家组成员，福建省
医学会眼科学分会视光与小儿眼
科学组副组长、福建省优生优育
与妇幼保健协会儿童眼保健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连续多

年组织福建省视光与小儿眼病的
学术研讨会，积极与国内外专业
学者交流，为小儿眼科竭尽心力。

她还常常活跃在幼儿园、中
小学等场所，开展多种不同形式
的健康教育，为这些孩子带来一
堂堂生动有趣的科普讲座，让孩

子学会保护自己的双眼，远离各
种眼部危害，受益的孩子超 1000
多万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医生的
工作已是“满负荷运转”，但张俊
华还兼任福建医科大学眼视光
学专业教学工作近 20 年，在传
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倾囊相
授，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医学
是一门日新月异、知识更新快的
学科，医生这个职业是一个活到
老学到老的职业，对学生或是团
队中的年轻医生，包括我自己在
内，都是一样要求：不断学习，知
识更新。”

医生 、教 授、眼健 康 传 播

者……张俊华并 没 有 分 身 术 ，
却 将 各 项 工 作 有 机结合，她带
着思考去工作，把素不相识的
患者记挂在心；不断地去探索、
研究，帮助患者寻求更多解决问
题的方案 ；注重小儿眼科事业
的传承，培养一批又一批具有
诊疗思维能力的医学生，也让日
常工作有了“1+1＞2”的收获。

“做医生就是认真看病，尽
量能帮病人解决问题；做老师就
要自己储备更多的知识，能够回答
学生的疑问。”张俊华说，为不负医
生及老师的岗位职责，她毕生都在
加班加点的工作和学习中。

（张帅 房瑜 陈雪彬）

一世芳华，尽在眼里！
以守护儿童青少年的光明未来为理想追求

——福州爱尔眼科医院小儿眼科专家张俊华教授

“大学期间，我到医院实
习，轮转到眼科的第一天，带
教老师指着一名病人说：‘这
人眼睛里都是泪水，来看看是
什么问题？’于是我拿起手电
筒凑上前去，仔细观察了一
下，一脸茫然地回望老师。随
后，他让我再仔细看看病人眼
角膜上有一个异物。话音刚
落，老师已经非常熟练地把异
物取出来了。那一刻我爱上
了眼科这个专业，就这么简
单。”

1987年的这一次实习经
历，让她与眼科结缘。

她就是原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视光及小儿眼
科主任医师、我国知名视光与
小儿眼科专家张俊华教授，目
前担任福州爱尔眼科医院副
院长、视光及小儿眼科主任。

三十多年的行医生涯，她
的粉丝无数，一号难求。

“专业、微笑、耐心”是每
一个患儿家长对她的评价。
她凭借自己精湛的医术和潜
心专研的韧劲，守护无数儿童
青少年的光明未来，成为小儿
眼科界一张金字“名片”。

最好的眼科医生一定是最会与孩子沟通的医生

眼科中，张俊华在青少年近
视综合防控、斜弱视治疗、双眼
视觉异常康复治疗方面有极高
的造诣，具有20多年角膜塑形镜
验配经验，尤其擅长预防低幼儿
童近视发生。

日常门诊中，张俊华的诊室
显得格外热闹，候诊区总是坐满
了家长和孩子，“小朋友，过来，
让奶奶看一下眼睛，这个玩
具送给你。”张俊华耐心迎
接每一位就诊的小朋友，
清晰明了的讲解，让家长
感到温馨。

依照常理，一般人在张
俊华的诊室内呆上短短的半
小时，就会因为小朋友此起彼

伏的吵闹声，以及偶尔夹杂的哭
声，感觉到“脑瓜疼”，一心想赶
紧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但
张俊华从接诊第一位患者到最
后一位，始终轻言细语，没有一
丝不耐烦的迹象。

“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我
是第一个不选小儿

眼科，因为我特别
怕小孩的哭声。

然而在我工作
10 年 以 后 ，
当时科里的

一 名 小 儿 眼
科 医 生 退 休 ，

机缘巧合之下，
我 就 填 补 了 这 个

空缺，也由此更加聚焦到小儿眼
科的工作上来。”张俊华说，接手
小儿眼科工作以后，居然发现每
一个小孩并不是想象中的什么
都不懂，反而十分机灵。她还悟
出了一个与小朋友沟通的窍门：
要想让他们听话，就要以小朋友
的思维跟他们沟通，讲他们能够
听得懂的话。

为此，张俊华还专门研读儿
童成长心理学、儿童生长发育等
相关书籍，花不少心思去关注孩
子的一些行为特点。此外，她还
特意放了很多小玩具在诊室，察
觉到小朋友有害怕难受的情绪，
就将玩具拿出来逗逗，引导他们
配合完成这趟眼科就诊的旅行。

“其实，给小朋友看病是很有
成就感的，因为他们的斜视、弱视
以及近视等问题，只要通过及时、
正确的干预和治疗，是可以再次
拥有明亮的双眸。”在多年的工作
中，张俊华帮助了不计其数的孩
子恢复了视力。其中，让她最难
忘的病例不是一名小孩，而是一
名即将高考的高三毕业生。

多年前，在福州，即将高考的
18 岁女孩小美（化名），双眼视物
突然出现问题，看书时她常常感
觉头痛，尤其是考试时间久一点，
考卷上的题目就会在她眼前飘了
起来。马上面临着高考，她十分
痛苦，甚至心灰意冷，就在小美认
为自己要被迫放弃高考时，是张
俊华给了她希望。

“我真没想到，当时给她配了

一副合适的眼镜，居然对她帮助
会有那么大。”张俊华回忆，接诊
小美时，仔细做了一些检查，发现
她的眼睛功能出现了问题，还存
在低度的散光。一般情况下，低
度的散光对视力没有太大的影
响，但小美却有这么严重的眼疾
症状，是为何故？

为了探明病因，张俊华查了
很多的资料，甚至还研究了机器
人是如何阅读的，最后根据相关
视觉原理，给小美配了一副眼镜，
同时针对小美的视功能异常进行
视功能训练，还教她一些注意合
理用眼的方式。一段时间后，小
美的症状缓解，可以正常看书学
习，也顺利参加了高考，上了大
学。至今，小美的妈妈一直还念
着张医生的好，感恩帮助了她的

孩子，保住孩子的前程，更让她一
家重拾欢笑。

在治疗每一名患者时，张俊
华一直力求“严谨”和“准确”，因
为眼睛关乎到孩子的健康和未
来，作为一名眼科医生，必须要为
他们负责。对于就诊中，来自偏
远地区那些为治疗费用发愁的家
庭，她更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们制
定治疗方案，减少费用，提供更加
人性化的诊疗服务。

眼睛关乎孩子的未来，必须要为他们负责

医疗临床、教学和宣教是她的每日常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