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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挽救患肝硬化的丈夫，妻子

毅然捐出 60%的肝脏。“另一半”
对夫妻俩来说，有了更深刻的意

义。“这对夫妻生死与共的感情让
我们深深感动。”日前，华山医院

普外科教授王正昕告诉记者，这对
同“肝”夫妻恢复得都很好，有望先

后出院。

12月 7日，王正昕领衔的肝移
植团队顺利完成这场特别的手术，

妻子郝女士捐出 60%的健康肝给
肝脏严重受损的丈夫，帮助他重获

新生。王教授介绍，因为要综合考虑
血型、肝脏大小匹配、血管变异、家

庭关系等问题，夫妻之间捐肝比较
少见，身为医生，他觉得很感动。

肚子变大了
患者朱先生今年 40岁，来自山

东枣庄，有长期乙肝病史。因未能规

律合理治疗，今年 7月初，朱先生肚
子一点点大起来，不到 3个月就像

“十月怀胎”一样。不仅如此，他还经
常出现间歇性的意识不清，家人紧

急送医。经当地医院诊断为“乙肝肝
硬化失代偿，门静脉高压，脾亢，肝

性脑病”。这意味着他的肝硬化已到

终末期，很快会威胁到生命。当地医
生告诉他们，若能实施肝移植手术，

或许还有转机。

找到好医生
朱先生的乡邻也热心地帮他出

谋划策，巧的是，有位同乡 3年前因

肝硬化晚期在华山医院做过肝移植
手术，现在恢复得很好，完全看不出

曾经“命悬一线”。朱先生一家从身
边的案例看到了希望，在同乡介绍

下，联系上华山医院普外科医生沈

丛欢。
沈医生的专业和耐心远超朱家

人想象，也让他们更有信心。为了减
少患者一家来回奔波，沈医生多次

与他们远程沟通病情，解答移植相
关问题、进行心理疏导。了解到患者

肝脏受损严重，而器官捐献需要等

待，时间不确定，为了让患者及时得
到救治，沈医生给出了第二条选择：

亲属捐肝。如果有适配的亲属愿意
捐肝，不仅可以尽早手术，也能减少

总体花费，减轻经济负担。

全家去配型
听了沈医生的建议，朱先生家

人先后前往医院检查，但他父母年

迈，两个妹妹血型不匹配。或许是冥
冥之中自有天意，朱先生结发 20年

的妻子郝女士血型恰好匹配，忽略

朱先生肝腹水的重量，夫妻俩的身
高体重也相差不多，这意味着妻子

捐肝有可行性。了解到手术可能面
临的风险，家人都很担心郝女士的

安全，但她坚定地说：“我一定要救
他！”现在同“肝”共苦，往后的日子

一定会越过越“甜”。听到郝女士的

决定，乡邻深受感动，自发地为他们
捐款。

移植成功了
两个星期前，夫妻俩在父母兄

妹陪伴下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见到了“网聊”数月的沈医生。经
过一系列精心的术前准备，夫妻俩

12 月 7 日上午 9 时在华山医院接
受亲体肝移植手术。王正昕肝移植

团队同时为供受体手术，沈医生先

为朱先生排腹水近 10000毫升，随

后行病肝切除手术。与此同时，陶
一峰医生在隔壁手术室为郝女士

行供肝获取手术。下午 2时，在多
次术中超声及胆道造影确认后，成

功获取妻子右半肝 605克，经过王
医生精细的血管修整与重建后，移

植到丈夫体内，开启同“肝”共苦的

生命旅程。
目前，夫妇双方恢复良好，被

“一分为二”的健康肝脏正在他们体
内顺利运转工作，预计本周郝女士

可以顺利出院，术后 2周左右，朱先
生也可以顺利出院。肝脏具有很强

的再生能力，一般术后半年双方的
肝脏都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大小，

夫妇俩有望回归健康的生活。

本报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刘芸

    近一个世纪前，当它闪着一

身银光冲杀在工人运动最前线
时，不会想到，一个世纪后，虽然

周身早已黯淡，但在一群孩童的
晶亮眼眸中，它如同穿透时光隧

道折射出的一道光———和平。

今天，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和
新民晚报社参与合作的“百物进

百校，百讲证百年”中共一大纪念
馆百件革命文物进课堂活动中，

一把在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
中曾使用的三角刀，在礼兵护送

下，来到闵行区航华第一小学。第

八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它如
同一位历史见证者，用安静的力

量向10后孩子们，讲述一个关于
信念、勇气和拼搏的故事。

手持菊花，默哀沉思。特殊
日期的特殊一课，让礼堂内的四

年级小学生表情凝重。在孩子们
的注目下，一大纪念馆讲解员汤

文琼讲起了这把三角刀的故
事———1926至1927年，为了迎接

北伐军进军上海，中共中央发动
和组织上海工人连续举行三次

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由于准备
不足接连失败，中央决定成立特别

委员会指导起义工作，由陈独秀、罗
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担任委员，周

恩来任第三次起义的总指挥。1927
年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发动起

义，经过30个小时的激战，于22日下
午占领上海，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

政府，取得起义的胜利。大屏幕上，

出现了邮政工人纠察队坐车赶往

起义现场的老照片，而这把三角
刀的捐赠者朱启民，正是当年的

邮政工人纠察队支队长之一。他
曾用这把三角刀在起义中攻打当

时的闸北区，刺伤一个反动军警。

“工人们在起义中仅有少量

枪械，大多用的是长刀、斧头、铁

棍等冷兵器。”听到老师这番话，
阮青妘和小组伙伴讨论起来，“他

们可以用这么简陋的刀打败那些
看上去很厉害的武器，这让我们

很……感慨！”“可以用什么词来形
容他们的这种精神？”张晓芬老师

问，孩子们很快给出答案：“勇敢无

畏！”女生倪佳萱代表另一小组，展
示自己的探究成果———上课前，大

家查阅资料，绘制三次上海工人武
装起义时间轴，收获了珍贵的精神

财富，“工人通过三次起义才获得
胜利，这告诉我们不能失败了就放

弃！”也有孩子说，工人起义取得胜
利，还要归功于上海市民奋勇助

战。当时，有人在饭店忙着为前线
制作点心，有人参与救治伤员。所

以，“团结”才是战无不胜的法宝。
虽然地处闵行，航华一小却

和位于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有着特别的缘分———校长叶萍介

绍，从中共一大纪念馆、邹韬奋纪
念馆、周公馆到宋庆龄故居等，

一列轨交10号线，就能串起孩子
们的红色之旅。红色研学之旅，正是

学校“超级车站”课程的一部分。不
同年级的孩子拿到老师根据不同年

龄特点设计的研学手册，唱一段旋
律，读一张照片，听老战士讲过去的

峥嵘岁月……在她看来，只有形式多
样，才能真正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

孩子心间。 陆梓华 杨舒涵

    “双减”是今年基础教育热

词。日前，闵行智慧教育助力“双
减”的实践经验———数据驱动下

大规模因材施教的“1258工程”
（即1个云平台、2种助手、5类用

户、8大场景）入选教育部“双减”
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在昨天

举行的上海市基础教育数字化赋

能“双减”新闻通气会上，记者见
到了闵行区教育系统的秘密“数

字武器”。

两件“神器”

洞察学生秘密
这学期开始，闵行区教育学

院附属友爱实验中学出现了两件

助力“双减”的“新式武器”。

一件是教学楼里那个眨着眼
睛的“智慧作业机器人”。输入每

名学生账号，点击屏幕，它能根据
学生此前学习情况，自动“吐”出

一张个性化数学作业单。八（5）班
数学课代表张奉雨觉得，个性化

作业实在是太棒了，因为“机器人

老师”选择的难题，让她可以避免

机械训练，不断挑战自我。
“机器人老师”之所以能对学

生答题情况了如指掌，靠的是师

生手中的另一件“神器”———“点
阵笔”。“点阵笔”使用普通水笔

笔芯，前端藏有摄像头。全新设
计的作业本和练习册纸面上布

满细小“点阵”，“点阵笔”便可捕
捉笔迹, 实时采集学生作业过程

数据，不仅能帮助教师掌握学生
作业正确率、作业时长、解题步

骤等基本完成情况，还能根据笔
触深浅、笔迹速度判断学生情绪

状态。本学期开始，初三学生从
随堂练习到课后作业，全都用这

支笔完成，它成了教师分析学情
的得力助手。在毕业冲刺阶段，教

学效率显著提升。
闵行区教育党工委书记、教

育局局长恽敏霞介绍，这一切背
后，是一个海量数据库。闵行区教

育学院和一线教师合作设计了70

余万套优质的精选作业资源，并

按照知识体系、认知目标、学科能

力等维度进行了精细化标注，供

教师检索使用、分层推送。

“学生个性化练习手册为打印

装订后的纸质版，我们会周期性
提供给学生，一方面不改变学生

既有的传统书写和学习习惯，另
一方面作为课堂共性讲解的重要

辅助，有助于实现真实场景下的

‘大规模’的‘因材施教’”。友爱实
验中学校长黄超群说。

一个平台
提高作业效率
如今，在华东师大附属紫竹

小学，每天15:30前，各学科老师要
完成一项任务———在小程序上报

备作业，勾选或填写作业类型、作
业内容、作业预估时长的信息。平

台智能汇总信息，自动生成每日
作业公示单。校长张计蕾介绍，学

校设定了“作业告警阈值”促进学

科老师对作业时长进行控制，班
主任和年级组长可机动调整各科

作业比例结构。各学科教导持有
管理权限，建立作业总量审核监

管和质量定期评价制度。作业时
长的控制能让学生在有限度的作

业中，提高完成效率。
这样一套“告警”系统，在闵

行区全区范围内也已经雏形初

现。在闵行区教育学院一块大屏
幕上，全区各校“班级预估作业时

长”“作业情况分布”“平均作业题
量及题目难度”等指标，以图表形

式实时更新，一目了然。

作为全区教学管理的中枢，
闵行区教育学院建立了一个区域

统一智能作业平台，通过伴随式
的作业过程数据采集，自动收集

作业负担、作业质量、作业习惯、
作业态度、学业表现等数据，实现

作业业务的自动监测。以今年全

区统一开展的四、五年级节点式
作业检查为例，发现四年级语文

信度低于阈值，信息量达标题目
占比低于50%，区分度较好题目占

比仅4%，落在学生能力内的试题
占比仅33%，教研员立即提醒基层

学校做出改进。通过数据采集和
分析实现基于数据的作业负担监

管，为教师布置作业套上了“紧

箍”，也便于教师进一步调整作业
布置的质和量。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李永智指
出，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把以

人为本的理念贯穿到教育数字化
赋能“双减”的全过程，以有利于

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目标。“教育

数字化转型不该是一阵风，应该
成为上海基础教育发展新的动力

和增长点。”李永智强调。
首席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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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挽救肝硬化
的丈夫， 妻子毅然
捐出60%的肝脏

如今你我同 共苦
希望日子越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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