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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洁：每个人都拥有看得见的理由
▲ 朱绿荷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所有年轻的眼科医生进岗时，都要经过这样的培训：戴上模拟眼镜，体验低视力和盲的感受。

而这一刻，他们都会变得畏缩、犹豫，摸索试探着前进。当摘下眼镜，大多数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发出惊叹：“原来看到这么

清晰的世界，是多么幸运！原来失去了视力，是这么不安！”

“每个人都拥有看得见的理由啊！”这是该院低视力中心主任陈洁发自内心的感叹，无论是面对同事、后辈、学生还是患者，

她时常要传播这样的理念，而这也正是她一生孜孜以求的梦想和笃志践行的事业。

“ 要 看 低 视 力 发

展、学习低视力工作，

到温州的低视力与视觉

康复中心去。”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要睁开从未见过世界的

眼睛，认真地看一看我的母

亲额头上那道道细细的皱

纹，渗透着她为我付出的艰

辛和沉重；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我想看看那些关心帮助

我们的好心人，在你们明亮

的双眸里，我要读懂一份份

善良与真诚，收集到所有的

阳光与真情。”10 岁的盲

童柳斌在温州大剧院满怀

激情的朗诵，令全场的人动

容落泪。这是一场由温州市

特殊教育学校里或失明、或

失聪的特殊孩子们所带来

的演出，促成这场演出的正

是陈洁。

在陈洁看来，除了死

亡之外，没有什么比失去

光明更痛苦了。她的心里

装着这些渴望光明的孩子，

她毕生的事业都投注在为

他们谋求光明的道路上。

因此，陈洁也成了眼视光

医院同事眼中会“折腾”、

敢创新的标杆人物。

从 2003 年转入眼视光

医院的斜弱视专科工作开

始，在陈洁的倡导和带领

下，这个团队建立了浙江

省第一个斜弱视和双眼视

训练室。当时为了让弱视

儿童喜欢上医院，陈洁亲

自参与空间和环境的设计，

有大型的游乐场，有滑梯，

有秋千，有拳击袋……候

诊的孩子总是祈愿迟一些

轮到自己，这样他们就能

够 多 玩 一 会 儿。 那 个 时

期，不少儿童从全国各地

纷纷前来求医，但因弱视

治疗的时间长、见效慢，

有些儿童因路途遥远，不

得不辍学，在温州租借房

子，以医院为学校。那时

的训练中心会根据儿童的

心理发育特点，将空间布

置得如学校、幼儿园一般，

训练的课程会根据患儿的

学习和年龄，将学校的知

识融入到视觉训练当中，

患儿一边读书一边开展视

觉训练，其乐融融。孩子

们康复后回学校，非但没

有拖后腿，反而成绩一跃

而上。在她和同事们的努

力下，该专科门诊量急剧

增加，从当时的年门诊量

5000 发展到现在的 5 万。

2008 年，陈洁又瞄准

了我国眼视光医学领域的

一项空白——低视力。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她组建

了我国首个由眼科临床医

生、护士、心理康复医师

组成的低视力医疗团队。

她带领这个团队，漂洋过

海学习国外先进知识，回

到国内，又北上南下了解

我国的低视力状况，在对

国内外低视力发展现状做

了全面的考察估量之后，

建立了全国首个低视力与

视觉康复临床示范中心。

在她的努力下，该中心自

2010 年开诊以来，已经接

待了该领域近 2000 人次的

参观访问，为全国各地的

眼科医院、残联输出百余

次的指导和服务，连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康复部领导

都这样评价：“要看低视

力发展、学习低视力工作，

到温州的低视力与视觉康

复中心去。”

在 陈 洁 的 科 室

里，有一幅中国地图，

每设立一个低视力教

室，她就在地图上标

记一面红旗，她希望

有一天地图上会布满

红旗。

什么是低视力？低视

力就是经过手术、各种药

物等治疗及标准的屈光矫

正后，视力仍达不到患者

需要的标准，矫正的视力

在 0.05~0.3 之 间。 这 个

归于残疾的视力标准严重

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可他们并不因此看不见，

只是看不清。低视力作为

新兴的概念，直到近几年

才被少数人关注，即便是

眼科医生，他们也经常会

忘记提醒患者可以做低视

力康复。对于患者来说，

由于视力不良，对生活和

工作产生严重影响，导致

他们无法

如常人般

学 习 和

工 作。

失 去 教 育

和工作机会

的 患 者 家 庭，

如 雪 上 加 霜， 其 家

庭的贫困不仅限制了求

医， 也 因 基 因、 遗 传、

缺乏优生优育的机制，

最终导致一代代的贫困

和苦难。

陈洁心里明白，“这

些没有信息和财力前往

医院接受低视力检查和

康复训练的患者，需要我

们一个个找出来。”于是，

他们定期奔波在低视力

和盲患者比较集中的特

殊教育学校或者盲校。

“我们不能用一个施舍者

的态度给他们关怀，而是

应该用心与他们在一起，

与他们共享属于他们的

快乐。”陈洁是这样说，

更是这样做的。身为眼科

医生的她，十多年来，经

常利用双休日和节假日去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给孩

子们免费看病，与他们交

流、玩乐。学校里 800 多

名孩子中，谁歌唱得好，

谁 舞跳 得 好， 谁 擅长 乐

器……她随口就可以说出

他们的名字。也正因为沟

通世界的拓展，这一批孩

子，不断自信，不停努力，

逐渐优秀，因此摘取了全

国多项少儿艺术大赛的桂

冠。

之后，陈洁带领她的

团队走出温州，多次前往

浙江省盲校、宁波特殊教

育学校，为全省各地的

盲童们做全面的眼部筛

查，宁波的低视力教室

也在陈洁的帮忙下应运

而生。她说，希望能为全

国每个盲校建立低视力

教室，让更多的孩子从触

摸的世界走出来，来看、

来读、来感受这个充满爱

的世界。

“ 在 我 的 心 里，

她不仅是一名医生，更

是 一 位 慈 善 家。” 陈

洁的朋友这样评价她。

2012 年 8 月， 陈 洁

带领着眼视光医院的医

护 人 员， 翻 山 越 岭 来 到

了海拔 4000 多米的青海

省 玛 多 县、 久 治 县， 进

行了为期 9 天的光明行，

共筛查了 200 多人次眼病

患者，并给其中 66 位急

需做手术的白内障患者

实施了复明手术。高原上

稀薄的空气、强烈的紫外

线照射和高强度的工作，

让全部队员体力透支，而

陈洁作为团队的负责人，

顶 着 所 有 压 力， 拖 着 透

支 的 身 体， 协 调 所 有 筛

查、 手 术、 团 队 医 疗 工

作的进展，也兼顾交通、

食宿等后勤的方方面面。

这 一 次， 所 有 的 人 都 被

高原广袤的天地震撼着，

被当地恶劣的医疗环境

震 撼 着， 也 被 团 队 凝 聚

坚 韧 的 精 神 所 震 撼 着。

也 正 是 这 次 光 明 行， 作

为 一 次 探 路 的 行 动， 开

启了陈洁带领团队踏上

西部高原偏远地区的防

盲治盲之旅和踏上人生

心灵纯粹的净化之旅。

2013 年， 陈 洁 再 次

带领近 200 人的医疗志愿

者团队，历时 58 天，在

四川甘孜州色达县五明

佛学院、康定县塔公乡、

青海黄南县等各地搭建医

疗诊疗点或利用流动手术

车，对当地藏族群众开展

全 身 健 康 检 查、 眼 病 筛

查、内科诊治、妇科诊治、

眼 科 手 术 等 医 疗 项 目，

共完成 11230 人次医疗检

测，眼科手术 1025 台，

验光配镜 2029 副，发送

老花镜 4 千副和抗紫外线

太阳镜 6 千副。在大雪封

山的 9 月，当她们的医疗

队返回温州，有人告诉她

们，这次藏区高原行是建

国以来，在没有当地任何

医疗资源的条件下，单次

眼科医疗救助活动中手术

量最大、筛查人数最多、

志愿者团队最大的公益项

目之一。

陈洁团队深深知道，

单次的活动就算再大，也

只能帮助到到场的那一批

人，而对于医疗资源稀缺

的高原，培养当地的医生、

提升当地的医疗技术水平

是最核心的核心。于是，

三年前他们开始寻求当地

的人才资源，把他们送到

温州，手把手培训。这期

间，他们传授的不仅仅是

知识，更多的是推心置腹

地引导救死扶伤、服务光

明的社会使命感。

在 第 一 批 接 受 培 训

的藏区医生返回高原的

2014 年，陈洁所在的仁

心 公 益， 不 仅 提 供 了 全

套 眼 科 中 心 检 查 设 备，

还在他们回程后的一个

月，带着 60 人的志愿者

和 医 疗 队， 在 理 塘 县 这

个 全 世 界 最 高 的 县 城，

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健康

行活动。

爱，是她的传奇。陈

洁总说，心灵靠得越近，

彼此就靠得越近。这份热

心温暖的是千千万万低视

力和盲的患者们，也温暖

着勤勤恳恳耕耘在自己岗

位的眼科医生、低视力工

作者们。

“没什么比失去光明更痛苦了” 小眼睛里有大爱

她是医生，更是慈善家

陈洁（左）为患者看诊

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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