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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顶水箱阀门“失守”楼道电梯齐遭殃

跨越51年的感恩迎来温暖结局

档案堆中抽丝剥茧
李医生终于找到了

一段尘封51年的感恩故事，在静安区中心医院、静安区卫健委等多方的
不懈努力下，经连续一周在档案堆中抽丝剥茧，终于迎来了温暖的结局。

1974年，在云南山区，22岁的上海青年何根正突发急性黄疸型肝炎，
眼睛“黄得像流油”，被判定“只剩两个星期的生命”。就在这生死攸关的
时刻，来自上海赴云南医疗队的一位李姓女医生，以医者仁心收下病
人。一场惊心动魄的中西医结合救治，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
此，何根正和好兄弟许泉根心中，种下了对李医生无尽的感恩与怀念。

5月15日，本报第7版报道了这段往事，随即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
“寻恩行动”正式开启！

▲

▲

《静安区中心

医院院史（1929—1990）》里关于
“云南医疗队”的记录

▲
静 安 区

中心医院留

存的1974年
档案资料

■ 2号楼楼梯地砖上
残留大量水渍

本报记者 徐驰 摄

寻找 初查档案 一无所获
1974年，何根正和许泉根，在云南省勐

捧农场五分场的生产建设兵团种植橡胶。
一天，何根正突发不适，黄疸型肝炎来势汹
汹。由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太差，何根正从被
拒入院，到“该用的药，最大剂量都用上了”，
最后被判“准备后事吧”。生死一线之际，李
医生始终不抛弃不放弃。
九死一生的何根正和为他求助奔波的

好兄弟许泉根，从此用一生记住了那位上海
赴云南医疗队中，来自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
院、不知名字的“李医生”。
报道刊发后，记者第一时间将寻人线索

传递给静安区中心医院。然而，线索仅有
“静安区中心医院”“李姓女医生”以及“40多
岁”这些模糊信息。静安区中心医院党政办
公室金主任回忆：“接到求助后，张天嵩书记
和徐文东院长高度重视，当即要求全力查
找。”金主任和档案专管员小李，翻出了医院
留存的全部1974年档案——13本厚厚的
簿册，资料内容繁杂，涵盖通知、劳保记录、
疾病防治文件等医院纪要，且多为手写，字
迹辨认困难。他们逐行逐页、一本本仔细翻
查，只为找到与“上海赴云南医疗队”相关的

蛛丝马迹，可惜最终一无所获。张天嵩书记
无奈表示：“本以为这么重大的对外医疗支援
行动档案里会有记录，没想到因当年归档条
件有限，没有直接线索，只能另寻他法。”

线索 医院院史 曾有记载
转机出现在《静安区中心医院院史

（1929—1990）》这本书中。该书第235页记
载了一段院史：“为支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
自治州卫生医疗事业，1974年静安区卫生局
组织赴云南医疗队，我院先后派出六批共
162人。第一批于1974年7月24日到达目
的地，轮换期为一年。除完成大量医疗工作
及抢救病人外，还作防病普查，巡回医疗，讲
课培训，并先后协助建立勐腊县19团医院和
景洪农垦职工医院。”
李医生是1974年8月救助何根正的，时

间对得上，她应该是第一批医疗队成员。在
这段医院大事记的后面，附有先后6批“医疗
队人员情况表”。记者看到，该表列出了每
批的人数情况，队长、副队长、指导员、副指
导员的名字，以及出发日期。但人员情况表
未列出全员名单，未见李姓医生。
金主任告诉记者，他们在这段大事记和

人员名单的前前后后找了几遍，又交叉根据

1974年前后“抗震救灾”和其他记录，甄选出
两名李姓医生的名字，一位年龄明显不符合
（1974年刚入职），另一位其他信息不匹配。

医院51年前的“前端”档案中找不到匹
配的“李医生”，医院退管会出手帮忙了。退
管会的林女士告诉记者，她根据“李医生”的
推测年龄，开始了“后端”梳理，但发现：90岁
以上健在的李姓女医生只有一位，但非内
科。“Li医生，难道不姓‘李’？”他们又尝试根
据同音，找到一位90多岁的励姓老人，但她
无赴云南经历；还寻访了多位80—100岁的
退休老职工，都没有打听到有效信息，寻人
再次陷入了僵局。

破局 好人找到 记得当年
虽然查无所获，但院方寻摸出了一条线

索。“上海赴云南医疗队是当年的静安区卫生
局发起组建的，这可能解释了医院为何没有
留下会议记录。组建单位是不是有名单呢？”
记者又联系了静安区卫健委，卫健委宣

传科朱科长表示，区卫健委非常重视，安排
专人查阅历年档案，在静安区档案馆支持
下，历经数日，终于找到了1974年“上海赴云
南医疗队”的相关会议记录档案，从中筛选
出了两名李姓医生。经静安区中心医院进

一步确认，其中一位“李仲”就是何根正和许
泉根寻找的恩人。
据医院介绍，李仲医生生于1939年，

1994年退休，今年85岁。当时1974年，她才
35岁。与何根正印象中，李医生当年40多
岁存在一些偏差。正因为这点“误差”，医院
没能根据退休人员名单，第一时间筛选出正
确结果。
从本报发布《救我命的上海医生，你在

哪儿》报道，到找到李医生，静安区中心医院
和静安区卫健委在档案堆中，前后花了一周
时间抽丝剥茧终有成。
在寻人过程中，更多温暖线索也不断汇

聚。读者邵阿姨表示，她曾是上海赴云南第
三批医疗队的成员，她主动给记者指明方
向：“1974年是第一批医疗队，可以通过静安
区卫健委打听。”
发稿前，记者与李医生通了个简短的电

话，尽管老人听力不佳，但依然清晰记得当
年救下一名上海小青年的经历。医院退管
会林女士说：“那些细节，她都记得特别清
楚！”据悉，院方近期将安排何根正、许泉根
与李医生见面，让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感恩
之情得到最动人的回应！

本报记者 陈浩

近日，浦东新区蓝天路368弄银泰花园
小区2号楼的居民向“新民帮侬忙”栏目反
映，在楼道消防系统改造过程中，消防水管
突然大量涌水，导致居民家中被淹、楼道泡
水，唯一一部电梯也因进水停运，给居民生
活带来极大困扰。

大水突袭 居民措手不及
“水来得太突然了，根本来不及反应！

水‘哗哗哗’地冲入楼道、冲进了房间……”5
月9日19时许，正在家中吃晚饭的刘先生
（化名）听到门外传来水流声，开门瞬间大水
直接灌进屋内。尽管他立即关门阻挡，但水
仍冲破阻力源源不断涌入，大量进水还导致
家中断电。惊慌失措的刘先生赶忙联系物
业求助。
同一时间，多位居民也被异常声响惊

动。“水压特别大，水就像喷泉一样往楼道里
灌！”陆女士描述道。楼道里的鞋柜、童车、
纸箱等物品全部浸泡在水中，她刚想出门查
看，就被汹涌的水流给“挡”了回来。
经业主们初步确认，漏水点位于9楼消

防管道。据悉，该楼上周刚刚启动消防系统
改造工程，不少业主怀疑此次漏水与施工不
当有关。

电梯停运 居民爬楼度日
突如其来的大水，不仅淹没楼道和居民

家中，还沿着缝隙顺势灌入电梯轿厢，导致
电梯彻底停运。5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蓝
天路368弄银泰花园小区看到，2号楼唯一
一部电梯处于罢工状态，按钮显示屏“漆黑
一片”。随后记者来到楼梯间，发现楼梯间
的瓷砖上还残留着明显的水渍。当记者爬
到9楼时，看到该楼层的消防栓已被封闭起
来，而此时的记者已是气喘吁吁，汗如雨下，
双腿沉重，不难想象居民连日来的艰辛。
多位居民抱怨，从5月9日至今，他们只

能爬楼梯上下楼，尤其是住在高层的老人，
每天上下楼都要耗费大量体力，苦不堪言。

阀芯老化 查明漏水原因
究竟为何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漏水事故？

小区消防系统改造施工方现场负责人史先生
解释称，此次施工是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
并经过相关公示，主要对楼道内老旧消防设
备（如消防栓、消防灭火器等）予以全面更换
维修。他证实这起意外发生在5月9日19时
左右，位于9层楼道内的消火栓出水。
史先生介绍，按照改造施工流程，工人

在改造前会先关闭楼顶消防水箱和生活水
箱的出水口，逐层检查确认管道无水且阀门

关闭后才开始施工。待施工完毕后，再打开
阀门。事发当晚，仍在小区的工人10分钟
内就赶到现场关闭阀门。经排查发现，屋顶
水箱内部阀门的阀芯部位因锈蚀失去阻断
作用，是出水事故的“罪魁祸首”。他说：“水
箱在高处，管网是连在一起的。阀芯失控
后，管道内一直在‘隐隐渗水’。在阀门开启
后水压增大，瞬间出水，最终引发大量涌水，
冲进了楼道。”

多方协商 积极推进善后
事故发生后，居委会迅速牵头业委会、

物业公司、施工方等召开协调会，积极处理
善后事宜。记者从物业公司进一步确认得
知，顶楼水箱内的阀芯属于自来水公司的日
常维护范围。目前，物业已联系自来水公
司，要求尽快更换锈蚀的水箱阀芯。同时，
施工方也已对接电梯公司采购配件维修受
损电梯，并安排人员逐一排查居民家中受损
情况。下一步，将就财产损失和楼道修复等
问题与业主协商解决方案。
截至发稿，停运多日的电梯已恢复运

行。但居民们仍希望物业公司与施工方继
续协商，彻底解决漏水隐患，妥善处理后续
赔偿问题。“新民帮侬忙”栏目将持续关注事
件进展。

本报记者 徐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