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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报道“

江海锐评

丁家怡：身怀精湛技艺创造生命奇迹
她从事生殖临床工作20

余年，具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
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医乃
仁术，大慈恻隐。救死扶伤，
普济含灵。”她用一颗炙热的仁
爱之心为万千患者带去温暖，
让成千上万的家庭拥有了孩子
的笑声和生活的希望。亲切的
笑容始终挂在脸上，温和的话
语令人如沐春风。她就是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主
任——丁家怡。

2000年，丁家怡带领团
队率先在南通地区引进辅助生

殖技术。自此，想做试管婴儿
的家庭不再需要到大城市奔
波。20多年来，丁家怡带领团
队兢兢业业奋战在临床一线，
把生殖医学中心从单一的门诊
加实验室模式转型成综合模
式，目前该中心门诊年接诊量
逾10万人次，试管婴儿成功率
始终保持在国内先进水平，实
实在在造福了南通不孕患者，
也惠及了周边省市。

除去临床诊疗外，丁家怡
在人才培养、学科发展、科研教
学及制度管理等方面均取得了

一系列成绩。2017年，她与上
海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合作率
先在南通市开设了复发性流产
诊治中心，同年，她组织申报的

“南通市生殖与遗传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通过审批，同时中心
联合建设的南通市遗传与生殖
医学研究所建成并投入使用，
针对生殖医学、遗传学等妇女
儿童疾病的重点和热点领域开
展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研究。

在丁家怡眼里，生殖行业
是一个朝阳行业，它承载着

“生”的希望。市区王女士婚

后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丈夫也
因此与她感情日渐冷淡，二人
多次去外地求医但屡试屡
败。在慕名找到丁家怡后，王
女士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恳求
丈夫再给她最后一次机会。
丁家怡主动找到男方谈心，耐
心劝解，分析利弊，最终功夫
不负有心人——试管婴儿手
术十分成功，王女士怀上了一
对双胞胎儿子，如今，一家人
其乐融融。

每当收到报喜电话或微
信，听到患者说“丁医生，我生

了”的时候，丁家怡都会感觉特
别开心。“看着患者当上准父
母，比我自己当妈妈还开心，我
很享受这份工作带来的成就
感，那份创造生命奇迹的欣喜，
让所有的辛劳付出都显得微不
足道了。”

“想要什么服务，在机子上直接预
约就好了，真方便。”9日，家住崇川区
狼山镇街道剑山社区荟景苑的八旬老
人吴镇东来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订餐时发现，这里多了一台“濠享福”
智慧养老一体机。在负责运营的第三
方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老人
完成人脸采集后，在一体机上点点指
尖，就完成了三天后的“点心预约”。

“濠享福”智慧养老一体机又称为
老服务一体机，是今年崇川区升级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提升智慧养老服务
水平的生动举措。目前，已在全区16
个街道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全部设置
到位。

记者在狼山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看到，一体机放置在大厅入口处，
机子上共有9个模块，分别为：新闻阅
读、服务预约、活动报名、可享福利、养
老政策、养老地图、健康自评、康养知
识、个人中心。

点开“服务预约”模块，只见这里
包含送餐助餐、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应急维修、居家保洁、精神慰藉、陪同
代办、文化教育、紧急援助等9个服务
选项，每个选项里又有详细的服务内
容和具体价格，标注得明明白白。如：
康复护理的拔罐，10元一次；生活照
料的理发，15元一次……

据悉，崇川区各街道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主要交由社会专业第三方机
构运营。狼山镇街道居家养老服务
中心第三方机构负责人李燕介绍，崇
川区开发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机构
在平台上有自己的账号，通过登录账
号，在平台发布、更新信息，并同步显
示到与平台连接的一体机上，实现为
老服务。

“23日，中心将举办重阳节活动，
内容为自制马克杯茶垫和品菊花。”记
者点开“活动报名”模块，只见首个活
动已发布。李燕透露，每个月中心都
会在一体机发布活动内容，老人可在
一体机直接报名，相比以往的口头通
知更为方便、老人的参与性也更强。

如何健康养生？我的身体状况如
何？……对于老人而言，最关心的莫过
于自身的健康。在一体机上，不仅能
收获养生知识，还能进行慢阻肺风险

评估等健康监测。“太实用了，就是我们
养老的‘百科全书’。”吴镇东在一体机上
摸索着，赞不绝口，“没有一体机时，我们
也可通过电话或现场预约的方式享受到

‘服务预约’里的内容，但是通过一体机，
预约服务的内容更为直观，还能让我们
享受到其他的更多服务。”

记者注意到，与一体机同步匹配的
还有一台终端机，主要作用是建立人脸
库。“凡是有服务意愿的老人，都可以拿
着身份证过来，把信息录入，之后登录一
体机享受服务，直接刷脸就可以了。”李
燕介绍，如果老人不方便前来，家属带老
人身份证过来登记即可，之后的各种预
约服务也可由家属代替操作。

崇川区共有20.73万老年人。近年
来，为推动实现养老服务便捷化、智能
化、品牌化，该区积极推动“智慧养老”，
累计投入1300万元，打造了“濠享福”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依托该平台，通过

“871-12345”服务热线，为有需要的老
人提供助餐订餐、家政服务、代办代购、
应急救援等24小时集成式服务；通过在
平台前端连接智能手环、智能门磁、智能
定位、可燃气体监测器等终端设备，为
70周岁以上独居老年人、80周岁以上空
巢老年人、精智残疾人、阿尔兹海默病、
高龄老人等特定人群提供24小时应急
呼叫响应服务。

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和质量，
今年，崇川区又投入200万元，对平台进
行了提档升级，积极打造具有崇川特色
的“系统+服务+终端”的智慧养老服务
模式。

“除了在所有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
立为老服务一体机和终端机外，还在平
台增设了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以及系
统平台三大端口，在所有的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点以及养老机
构安装视频监控，链接到平台，开发监控
和数据分析软件，实现养老服务及物联
终端数据的集成与可视化展示，构建养老
服务全流程、全方位、全链条监管新格
局。”崇川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陈山
林介绍，此外，还升级开通了“濠享福”服务
微信小程序，实现老年人及家属服务应用
预约，目前该小程序正在调试阶段，后续，
老人或者家属可以直接手机预约、下单。

本报记者陈静 本报通讯员刘敏

崇川区在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增设为老服务一体机，同时开发监控
和数据分析软件强化服务监管

智慧平台升级，老人生活更便捷

晚报讯 “感谢南通日报社出面
帮我联系，400多公斤冬瓜终于送出
去了。我心里特高兴！明年我还会继
续种植瓜果蔬菜，如果收成好依旧免
费赠送，继续为社会做出一点贡献！”
昨天下午，在崇川区幸福人家居民小
区，王志明看着自己种的冬瓜被“瓜
分”一空，心中既感慨又欣慰。

王志明今年72岁，和土地打了一
辈子交道。今年，在万亩良田附近河
坡、树荫下的空隙之地，他自购种子种
植了一些瓜果蔬菜。金秋时节，王志
明的辛勤付出让他收获颇丰，可也带
来了烦恼。收获的农作物除了自家食
用外，还送了不少给亲朋好友和左邻
右舍，但仍剩下400多公斤冬瓜。于
是，他与老伴儿吴淑琴拨通了南通报
业新闻热线，打算将这些冬瓜免费送
给福利院或者其他更有需要的人。

接到王志明的电话后，记者先后
与南通市社会福利院、南通市崇川区
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取得联系。经智慧
养老服务平台工作人员多方联系，有
10多家养老机构致电本报新闻热线

85110110，愿为爱心冬瓜提供“归
宿”。昨天上午，记者将这一好消息告
诉了王师傅。吃过午饭，他便早早守
在楼下，等候工作人员前来取冬瓜。

当天下午，崇川区大生护理院、南
通市阳光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
通市崇川区老年慈爱福利院、南通申
丞观音山护理院四家养老机构工作人
员先后运走了爱心冬瓜，并对王师傅
捐赠冬瓜的暖心之举表达了谢意。

市阳光养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阳光老年公寓的一名工作人员接受
采访时表示，王师傅捐赠冬瓜的暖心
之举，彰显了老人朴实的社会责任感
和浓浓的爱心。 记者张园

四家养老机构
“瓜分”800多斤爱心冬瓜

因为对土地有不舍情结，家住我
市幸福街道幸福人家的王师傅辛辛苦
苦在空隙之地种了四百多公斤冬瓜。
收获之际，他想到了福利院里的那些
孤寡老人，他决定捐出这些用汗水浇
灌的冬瓜去传递一份看似微不足道的
温暖，这份爱心是无价之宝。

微光小炬，折射的却是货真价实
凡人善举。古话有云：勿以善小而不
为。王师傅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

说到底，人的一生恰如白驹过隙，

忽然而已。但很多人却在这茫茫宇宙
的弹指一瞬间，努力用至善之心去呵
护他人、扶助他人、成就他人，不管能
力大小、价值几何，只管躬行善事。所
谓“上善若水”，莫过于此。

在南通这座有温度的爱心城市，像
王师傅这样尽己之力情系他人、回馈社
会的普通市民，如过江之鲫不胜枚举。
正是缘于他们的存在，这座城市不仅
烟火气更浓、人情味儿更足、爱的奉
献更火，也更让人依依不舍。 朝晖

冬瓜有价爱心无价

工作人员将冬瓜搬上车。记者张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