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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何根正（后排左一）、许泉根（前排右一）和当年的伙伴重返勐棒农场

夏夜发病
身子发软眼睛蜡黄

1969年，何根正和许泉根从上海来到云
南省勐腊县曼贺南村傣族寨地区兴修水利，
从此结识，成为好兄弟。1974年他们开始在
勐棒农场五分场的生产建设兵团种植橡胶。

8月的一个晚上，夏夜的风裹着凉意渗
入草房。许泉根盖着被子，何根正却抱怨起
来：怎么这么热呀，热得睡不着！他一夜没
睡好，整个晚上热得直出汗，人软得一点力
气也没有。第二天，何根正更加睡不好，出
汗不停。许泉根吓了一跳：何根正的眼睛
“黄得像流油”！

许泉根突然被触动了一根心弦。他听
其他小伙伴提起过，最近上海赴云南医疗队
和慰问团刚到勐棒农场。
医疗队驻扎在场部，有10公里之遥。

许泉根和另一位小伙伴张伟忠搀着何根正，
沿山路绕道而行，借傣族人的独木舟摆渡过
大河，慢慢走到勐棒公路一个岔路口。“当时
才走出一个起步距离，我已经‘软’得挪不开
步。”何根正告诉记者，他们在路口等了许
久，终于等到并拦下一辆拖拉机。
拖拉机上站满了人。许泉根央求驾驶

员，希望能给“重病号”搭个便车。驾驶员被
说得心软了。于是许泉根和小伙伴托住何
根正的大腿，硬是将他推“塞”了上去。

遇好医生
几经周折终于住院

何根正跟着拖拉机走了，许泉根和张伟
忠两人则继续急速赶路。两人擦着汗，又走
了三分之二的路程。过了一座平桥后，他们
发现碎石渣子路旁，何根正靠在一棵树休
息，手里拎着什么东西，闭着眼睛，显得疲惫
无力。
两人怔住了，以为他被拖拉机上的人赶

下了车，但何根正说出的是一个让人悲伤的
事实：“看过医生了，不要去了，没用的，配了
一斤葡萄糖，没有救了。”
许泉根语塞，但他绝不能让好兄弟“等

死”。于是，他奔到场部，一排排草房还在搭建
中，一位上海赴云南医疗队的中年女医生正在

为刚才的接诊病例而伤心：“想想真心痛，伊
（何根正）最多只有两个礼拜可以活了。”这位
姓李的医生继续轻声告诉许泉根，她想收何根
正住院，可这里的病房只有一间大通间，传染
病患者是不能住进来的。她想给他开两斤葡
萄糖，最后审批核发只有一斤。许泉根与何根
正的兄弟情谊感动了李医生，她悄悄给许泉根
支招：“上海来的慰问团正好到了，急性肝炎来
势汹汹，要死人的，你快去反映反映，看能不能
给他创造一些治疗条件。”
许泉根马上找到了慰问团。在副团

长沈先生的出面下，经大力协商，场部领
导终于想出一个折中的办法：“明天有两
间用作招待所的屋顶可以盖好，安排先住
下看病好不好？”第二天，何根正总算是可以
“住院”了。

捧回草药
中西医治疗现奇迹

在满屋散发着茅草清香的新病房里，李

医生和几位专家根据何根正的病情，制定了
详细的抢救治疗方案。除了主治的李医生，
许泉根还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医生姓赵，也很
认真负责。
几天后，何根正的精神有了起色，胃口

大增，想吃肉了。“病号饭还算不错，每一顿
蔬菜里都夹着几片肉，但他不过瘾。有一
次，他还想吃橘子。”许泉根回忆。
但表面的好转，实则是危险的迫近。几

天后，李医生找到许泉根，无奈地说：“该用
的药最大剂量都用上了，小伙子可能冲不过
去了，就在这几天了。我代表院方不得不通
知你，准备后事吧。”
许泉根扑通一声，双腿一软跪地。“小

伙子，起来吧，只要还有一丝希望，我们就
会尽力的，但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几天的‘好转’，是最危险的回光返照。
病人有什么要求，想见亲人的面也行，快帮
他准备吧。”李医生说。
此时此刻，许泉根突然想起有一位队友

时某的准岳父是当地哈尼族支系僾尼人的
民间医生，他会有什么祖传秘方吗？能不能
试一试？许泉根心急如焚，一阵狂奔，恳请
在当地一起“生产建设”的表弟黄正同和队
友连夜上山，翻山越岭几十里山路，寻找土
方。第二天，许泉根就把“最后再试一试中
草药”的事情向李医生说了，征询她的看
法。李医生表示自己不精通中医，但中西医
结合没有多大的冲突，可以尝试。
太阳下山前，黄正同一瘸一拐地终于下

山了，由于走得急、穿着拖鞋，连什么时候踢
翻了脚趾甲都不知道。他带来了僾尼人民
间医生的一包中草药，还有一包用干芭蕉叶
包着似蚕豆大小、深褐色的东西。
中西医结合治疗创造了奇迹！也或许

是处在生死边缘的何根正有这么多“贵人”
相助命不该绝，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慢慢
地，何根正眼睛的黄疸消失得无影无踪。

恩人难寻
期待当面道一声谢

73岁的何根正告诉记者，他的奇迹生
还，离不开好友许泉根的锲而不舍，四处奔
波求医，更离不开李医生的不放弃，抓住了
抢救时间，最终更愿意努力一试，帮他改写
了命运。
病后第二年（1975年），何根正“病退”回

到上海。他告诉记者，多年后，自己曾托人
到静安区中心医院寻找救命医生，但因信息
过于简单，多次寻找无果。
许泉根则在1979年才回到上海，为生

活忙碌奔波。退休后，许泉根萌发了将那段
知青经历写成回忆录的念头。回忆录写得
断断续续，手写装订而成，有一篇详细描述
了好友何根正大难不死的经历。他告诉记
者，随着写作的进行，过往的那一幕幕再现
眼前，对恩人医生的感激之情一日比一日强
烈。“我们曾求助医院，但医院工作人员反
馈，因年代久远，档案无法找到，而且可能已
归档到他处。”
考虑到李医生51年前40多岁，如果健

在，现在也应该有90多岁。两人甚至至今
都不知道李医生的全名。“阿拉真的很希望
很希望再看到伊。”这对好兄弟的眼神里充
满了期待。
读者如有相关线索，或拨打新民晚报新

闻热线962555，或通过“新民帮侬忙”微信公
众号和今日头条号及时提供信息。“新民帮
侬忙”将继续为老人寻恩。

本报记者 陈浩

在新民晚报读者接待室，73岁的许泉根捧出手写的回忆录，扉页夹着1974年在云南勐棒
农场（现改名为勐捧农场）他和好兄弟何根正的合影。当年，突发急性黄疸型肝炎的何根正眼
睛“黄得像流油”，被宣判“只剩两个礼拜可以活了”。生死时刻，上海赴云南医疗队一位李医
生以医者仁心收下病人，一场惊心动魄的中西医结合救治让他转危为安。这对好兄弟向“新
民帮侬忙”发出求助，期盼能在51年后的今天帮他们找到李医生，对其当面说一声“谢谢”。

1974年，22岁年轻人在云南农场被判生命“只剩两
个礼拜”；51年后，他和好兄弟来到本报寻找恩人——

救我命的上海医生，你在哪儿？

本报讯（记者 李晓明）2024年1月3
日，本报9版刊发《无名马路人车混行乱
象丛生》的报道，反映虹口区广粤路345
弄无名道路长期失管的治理难题，呼吁将
其纳入城市日常管理体系。时隔一年，终
于等来了好消息。记者获悉，虹口区相关
部门已召开“关于推进广粤路345弄通道
改造”专题协商会，明确将该通道改造工
程纳入2025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力
争年内完成施工改造。

广粤路345弄位于广粤路靠近汶水

东路，这条东西向的小路与广粤路相连
接，全长约500米，宽度不足5米，沿途分
布着企业厂区、虹口看守所及多个居民小
区。沿途居民反映，这条小路长期以来无
人管理，路面坑洼不平，环境脏乱差。机
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都在这条路上混行，
不仅交通拥堵不堪，而且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由于该通道未获得正式路名，市政养
护、交通管理、市容绿化等部门无法将其
纳入常态化管理范畴。早在2019年，虹
口区建管委便联合规划部门向市地名办

申请道路命名，但因现有道路条件与命名
规范存在差距，最终未能通过审批，导致
长期处于失管状态。
转机始于虹口区政协的持续推动。

近期，区政协围绕“推进广粤路345弄通
道改造”召开专题协商会，就破解道路拥
堵顽疾、助力北科创生物技术产业园发展
展开深入研讨。会议指出，广粤路345弄
通道存在道路狭窄、设施陈旧、交通秩序
混乱等问题，不仅制约企业物流运输效
率，也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

便。区政协通过提案形式提出系统性整
治建议后，区政府迅速响应，成立专项工
作组，多次组织多部门联合实地勘
察，深入研究改造方案。目前，
该工程已纳入2025年度政府
投资项目计划，并拟于方案
通过后启动招标程
序，力争年内完
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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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马路”长期失管人车混行
虹口相关部门已开专题协调会，力争年内完成施工改造

▲1973年，何根正（左）与许泉根在西双版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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