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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守成：救助患者的“千里眼”
“做别人不愿做的，做出特色；做别人想不到

的，做出意外；做别人做不好的，做成精品；做别
人不在乎的，做出感动；做别人不想做的，做出奇
迹。 ”这是他从医 19 年来的座右铭，这 19 年他一
直是这么做的。 他就是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 CT
磁共振科主任马守成，有人叫他“疯子”，有人说
他是“拼命三郎”，马守成说：“不管叫什么，我对
得起病人、对得起医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

潜心钻研 做患者的“千里眼”

1994 年，马守成考进吉林医学院，学习医学
影像专业，1997 年参加工作，2011 年至今负责科
室全面工作。 他用了 3 年时间把科室从只有 7 个
人的小科室，发展成近 20 人的大科室，马守成也
从默默无闻的医生， 成长为省放射学会委员、省
大型医疗器械配比专家组成员、吉林市首届医学
影像质量控制中心副主任，“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感动江城人物、江城好人、吉林好人标兵。

几年前一位患者因为体检发现肺部占位，马
守成看了 CT 片后说是良性的， 建议动态观察。
患者看他太年轻没相信，去了北京，找到了影像
界的鼻祖———80 岁的李铁一教授，老人家看过片
子后说：“年轻人好好活着吧，良性的，一年复查
一次 CT。”患者回来后非常感激。马守成说：像这
样的事很多，我要继续努力，不断提高业务水平，
真正成为患者的“千里眼”。

带病工作 大家叫他“拼命三郎”

从成为医生那天，马守成就立志成为一名好
医生，为了这个理想，他 19 年没休过带薪休假，
没休过职业假，没有节假日，24 小时待机，随叫

随到，就连基本的午休他都取消了，他只给自己
20 分钟的午饭时间。

2009 年马守成意外腰椎三节骨折，他只躺了
三天，扎上腰围子，吃上止疼药，坚持为患者阅
片。当时没人理解他，说他是傻子，就连家里人都
说他疯了。“但我不后悔，为更多患者排除病痛是
医生的职责。 ”马守成说。

2015 年 7 月，他患上了急性胰腺炎，当时下
了病危通知书，在医生的急救下，他捡回了一条
命，可是科里实在太忙，躺了 17 天他就强行要求
出院，脖子上还插着静脉营养管就上班了。 大家
都喊他“拼命三郎”。

不忘初心 用勤奋书写影像人生

2012 年是他最艰难的一年， 患者量剧增，疑
难病例越来越多，科室医生平均年龄只有 28 岁，
离不开他。 父母突然相继病危，当时他的孩子不
满 6 个月。 他实在抽不出时间照顾妻儿老小，只
能雇人照顾两位老人，直到老人相继离世。 当年
他被吉林市委、市政府授予“感动江城人物”时，
他流着泪说：本来说好，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好好
照顾他们，好好陪他们，可是我没机会了……

采访结束，马守成说，既然选择了医生这个
职业，就是爬着也要走完，他这一生要用勤奋书
写好绚丽的影像人生。
短评>>

一路走来，马守成繁忙的身影始终奔波在平
凡的岗位，他的每一个脚印都是鲜活的故事！ 没
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奉献。 马守成以自己严谨、
敬业的工作态度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用实际
行动塑造着自己闪光的人生，充分展现了当代医
学影像医务工作者的风采。 / 记者 王静 报道

杭州中小学生拿到新课本了———初中语文
课本变身啦，田字格首度出现！

和小学语文一样，包括杭州在内，浙江初中
生使用的语文教材，绝大多数是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最新版本由教育部2016年审定。

乍一看，新版比旧版“胖”了一大圈，有A4纸
大小。 再打开看，是彩色电视机和黑白电视机的
区别———新版全书彩印， 而旧版除封面和封底
外，课本里都是白纸黑字。 这让新版课本看起来
更生动， 尤其是其中的一幅幅精美的小插图，令
人赏心悦目。 而且新版课本的空白处增多了，更
方便学生做笔记，还可以根据自己需要，在课前、
课中、课后适当做些眉批、旁批、行批等。

每篇课文前增设阅读指导

杭州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初中语文教研员
周慧告诉记者， 以七年级上册语文课本为例，总
篇目从旧版的30篇，缩减到新版的24篇。

与旧教材相比，新教材课文篇目减少，对初
中生和老师来说，都是好消息，既降低了学习难
度，也减轻了教学双方的压力，给师生更多自主
学习的时间。

同时，新教材中适当增加了国内外的经典文
学作品，更注重语文素养的培养，知识体系也更
加清晰。

周慧特地把新版七年级上册的课文篇目整
理出来，其中刘湛秋的《雨的四季》、诸葛亮的《诫
子书》、康拉德·劳伦兹的《动物笑谈》等等，都是
以前教材中没有的，而像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
味书屋》、蒲松龄的《狼》等，则是从原来的七年级
下册中调整过来的。

周慧觉得，新教材仍然采用文选式，但是选
文更侧重于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新教材继续采用
主题组元，如第一单元是“四季美景”、第二单元
是“至爱亲情”等，但主题编排更集中合理；新教
材还特意将每个单元课文，分为“教读”和“自读”
和“课外阅读”三种课型，将课外阅读纳入课程的
有效组成部分，沟通课内外阅读，课外阅读的重
要性可见一斑。

除了很多新入选的课文让人耳目一新，新教
材另一大特色是，特别注重学习方法和知识技能

的传授和指导。
比如，每篇课文前都有一个“预习”。 文字内

容不多，但相当凝练，启发学生该如何有效预习，
属于阅读方法的指导，非常有用。

比如， 新教材在语言知识方面， 从词义、词
汇、词类、短语等方面入手，循序渐进地给学生指
导；在修辞方面，七年级上册重点分门别类地讲
解了比喻、比拟、排比等相关知识；在文学常识和
文化知识方面，也有一定涉猎。 这与旧版相比，显
得更贴近实际，也更实用。

出现田字格更强调书写规范

田字格的出现，大概是新版教材中最令人意
外的变化。

小学阶段，“识字与写字”部分中，汉字的书
写是放在田字格中的， 进入初中后，“识字与写
字”部分向来是没有田字格的。 记者采访获悉，不
管是2003年前浙江省采用的省编教材， 还是2016
年前几次修订的人教版教材，“识字与写字”部分
都是没有田字格的。 而这次新版语文教材， 却在

“识字与写字”部分增设了田字格。
这个变化释放的信号，是现在越来越重视学

生书写的规范性，也透露出教材编写者更加重视
汉字书写在学生心智培养中的作用。 无独有偶，
今年新版的小学语文课本， 新增了笔顺规则，同
样是针对汉字书写。

随着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普及，无论成人还
是孩子，书写机会都大大减少，“提笔忘字”越发
常见。 有专家发声，教材增加更多书写教育方面
的内容，可以说是对社会书写焦虑的一种回应。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7～9
年级）对于“识字与写字”有这样的要求：在使用
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的基础上， 学写规范、通
行的行楷字，提高书写速度。

语文老师们总结说， 写好汉字的关键有两
个，一是笔画，二是结构。新教材对于汉字书写的
重视是一脉相承的，小学语文新课本开始重视笔
顺，而笔画是为结构服务的，结构比笔画更难把
握，结构是汉字书写的重点和难点。 田字格的使
用，为学生提供了安排笔画、处理结构关系的标
准，能提高练字的效率。 /钱江晚报

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
首设田字格
更注重阅读方法和书写规范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幼儿园不得以集中授课方式或与社
会力量办学机构合作进行汉语拼音认读拼写训练，不得要求幼儿
家长购买各种幼儿汉语拼音教材、读物和教辅材料。 ”近日，河北
省教育厅专门印发《关于防止和纠正幼儿园开展汉语拼音教学和
小学缩短汉语拼音教学时间行为的若干规定》， 要求幼儿园不得
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不得开展任何违背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
活动。

据了解，现在有部分幼儿园教汉语拼音、汉字等小学内容，甚至
以此作为招生的卖点， 而一些小学则缩短汉语拼音的教学时间，导
致了幼儿园教拼音和小学简化拼音教学的恶性循环。 为此，规定明
确，小学要开足汉语拼音课时，要严格按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11年版)》要求以及教科书规定的教学内容，进行汉语拼音教学。
要坚持一年级“零起点”教学，不得随意减少课时，不得加快课程进
度，保证汉语拼音教学质量。 /燕赵都市报

河北禁止
幼儿园教拼音

一档汉语电视节目视频在微博火了，因为出了一道“神题”
让答题的外国人都“蒙圈”了。 题目是这样的，“《现代汉语词典》
中共有三个汉字能够一笔完成。 你能写出这三个字吗？ ”如果你
能写出“一”和“乙”，一定会被第三个汉字难倒。“○”居然也是汉
字？ 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告诉记者，是真的！

一笔写成哪三个汉字

在视频中， 主持人给一群老外出的一道题顿时让大家都蒙
圈了，“《现代汉语词典》中共有三个汉字能够一笔完成。 你能写
出这三个字吗？ ”汉语程度不错的“中国通”们能写出两个字，
“一”和“乙”，写到第三个字，就卡在那里再也答不出来了。

第三个字是什么呢？ 答案竟然是一个圆圈，“这也是一个
字！ ”对此，网友纷纷吐槽，“终于找到答案了，简直是不配做中国
人系列。 ”“这得问医生吧，人家一笔能写完整个处方。 ”

可是，这是真的！ 在节目中，专家如此解读，“○”目前已经收
录进《现代汉语词典》，在公文中常常就这么写。 比如“二○○六
年”这个“○”只在年份的时候用。 记者翻开《新华字典》，果真查
到了“○”，释义为“数的空位，用于数字中”。

“最圆的方块字”曾被“排斥”

记者采访南京大学的语言学专家了解到，“○” 对不少研究
古汉语的学者来说，也并不熟悉，因为不仅甲骨文中没有“○”，
就连《说文解字》中的“零”也与表示空无的这“○”字完全无关。
所谓“零”仍是一种“实有”，并无“虚无”、“空无”的含义。

但中国人对“零”其实并不陌生。 早在 1959 年 12 月北京第 9
次印刷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就大量使用“○”（如一八八
○年），可见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仍旧是一个与中文数字
“一二三”配套使用的同等汉字。 但作为最圆的“方块字”，在许多
重要辞书中并无收录。 一位日本学者在《文字的魅力》一书中就
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明明是个汉字，可是在字典中怎么查呢？ 它
是几画，属于什么偏旁？ ”

究其原因，随着汉字书写材质的变化，也是汉字规范化的要
求， 汉字的演变是由圆曲走向方直。 汉字有容乃大， 可以容纳
“丨”“、”“灬”作为正规汉字，也可以容纳一个由四个“龙”字成
“田”堆积而成的汉字（音“折”），为何却难容在汉字文化圈中广
泛通行的“○”字？ 还是因为人家没有部首！ 所以，只有按照汉语
拼音排序的辞书十分明确地把“○”作为汉字列出。 而且在《难检
字笔画索引》中予以专门增补———在“一画”栏中，赫然排在第一
个。

舶来品“○”很和谐完美

专家告诉记者，追根溯源，“○”其实是个舶来品。 它的出现
是公元六世纪古印度文明的伟大贡献。《世界文明史》说，“在一
切数字中，最为卑微最富价值的零字，乃是印度给全人类的精妙
礼物之一。 ”古巴比伦人首先使用“零符号”。 巴黎卢浮宫就保存
着一块公元前 3 世纪末至 2 世纪初由古巴比伦天文学家书写的
泥板，上面写有一组按 60 进位制计数的楔形数字，这是人类使
用“零符号”的最早实例。 在古印度，“○”与其宗教哲学理念相
关。 世间的一切现象毕竟是空，这是涅槃的境界。“○”的梵文意
译原本就是“空”。

它既暗含“空 ”的内涵 ，又是相当的空 ，空空如也 ！“○”
的创作不仅蕴意深厚 ， 形态完美 ， 更带有普遍性的品格 。
所以 ，珍惜这个最圆的方块字吧。 ” / 扬子晚报

哪仨汉字
可以一笔写成？
除了“一”和“乙”，还有一个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