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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妇联出品 今日女报 / 凤网制作

每一台剖腹产手术
都十分惊险

“当时县人民医院只有三十

几位医生和 80 张病床。”回想

起 1960 年到新邵县人民医院

参加工作的情景，刘少先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整个医

院就只有一台 200 毫安的 X 光

机，“这也是医院最值钱的器

械”，医生们没有分科，“什么

病都要看”，不仅工作时间长，

工作地点也遍布整个新邵县。

出生于 1940 年的 刘少 先

是新邵县人，大专毕业后被分

配到县人民医院内科工作。12

年后，因为医院仅有的两名妇

产科医生中有一人离职，她被

领导安排到了妇产科。

到了妇产科以后，刘少先

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做手

术”，“妇产科的理论知识我都

已经掌握，但 是很 少 进 手术

室”。因此，对于刘少先而言，

进行一场妇科手术只能请专门

做手术的外科医生来主刀，她

在旁边，一边当助手，一边学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4 年”。

除了认真学习，提高实施

手术的能力，刘少先还得面对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湖南省妇联在全省开展了以“巾帼初心耀三湘”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教育活动。继“红色湘女故事汇”之后，
从今年 7 月起，我们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传承篇——寻访湖南“三八红旗手”专题报道。为此，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走遍三湘大地，
讲述开始于 1960 年的三八红旗手和红旗集体故事，展现她们的无私与奋斗、初心与热血，彰显昂扬于时代潮头的湘女风华。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刘少先的故事。

十分简陋的手术环境。“上世纪

70 年代，医院的无影灯是 6 孔

的， 到 上世 纪 80 年 代 末， 医

院才有自己的 B 超。”此外，手

术前必做的消毒同样十分简陋。

刘少先记得，手术前，医生将

手泡在冰冷的消毒酒精中五分

钟后，由护士长拿根棉签在手

上擦一擦，随后再将棉签放到

显微镜下查看是 否还有细菌，

“如果还有的话，就要再泡十分

钟”，而身上的隔离衣也多是清

洗消毒后重复使用。

即使这样，刘少先和同事

们也没有任何怨言，而是不断

克服困难，确保器械安全，完

成了一次又一次妇产科手术。

“只有产妇情况特别危险的

时候才会实施剖腹产手术。”刘

少先说，上世纪 70 年代，农村

产妇更习惯于请接生婆到家里

来接生，“连‘产检’的说法都

没有”，她当时做的剖腹产手术

最多的一年才 150 多台，而整

个医院也不超过 300 台，但是，

每一台手术都十分惊险。

刘少先记得，有一年，一

名农村妇女在家里生产三天后

被丈夫送到医院，当时，横在

子宫里的胎儿一只手到了体外，

早已死亡，而产妇高烧到快要

休克，“再不治疗就要去世了”。

为了能尽快治疗产妇，刘少先把

手伸进产妇腹中，摸索调整了胎

儿的体位后将胎儿引出体外。

而为了应对生产过程中死亡

率极高的羊水栓塞，在那段医疗

条件简陋的时期，凭借着每场生

产手术前提前摆好抢救药品的

小桌子，刘少先做了近百例羊水

栓塞抢救手术，仅失败一例。

做了2000 多例
子宫脱垂手术

1978 年，刘少先前往邵阳市

中心医院进修一年，以提高自己

的医疗水平。回来后，她开始独

当一面，在县人民医院开展多项

最 新技术的妇产科 手术。1979

年，刘少先成为妇产科主任。

上任不久，刘少先就遇到了

一个患有卵巢囊肿的病人。患者

当时已无法自己行走，被她的几

个孩子用门板抬进了医院。原来，

患者有一个巨大的肚子，“像一

张小桌子那样大”。

“ 刚 开始， 我 们 不 敢 接 收，

害怕发 生意外。”刘少先 坦言。

原来，因为囊肿过大，紧贴着输

尿管，一旦手术中不慎将输尿管

弄伤，就会造成不可逆的后果。

后来在家属的极力要求并同

意一旦发生意外不追责的情况下，

刘少先将患者安排入院。随后，

刘少先主刀为她进行手术。

“我们先用一根导管插入囊

肿内部，用一个水桶接着脓水”，

随后，刘少先在助手的配合下，

再开腹将囊肿剩余的部分小心切

除。“切除的东西和脓水有 40 斤

重”！半年后，这名患者又成了

干农活的好手。

十多 年后，一名妊娠 17 周

的孕妇找到了刘少先，她的腹部

比同孕期的人要大得多。因为没

有 B 超，刘少先和另外一位医

生只能靠触摸来判断患者的病

症。会诊后，刘少先认为是卵巢

囊肿，“因为敲打肚皮后会有水

波一样的回应”，而另外一位医

生则认为是子宫肌瘤，“敲下去

的时候是硬的”。两人虽然僵持

不下，但都以为需要手术。经过

手术发现，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卵

巢囊肿，重达 26 斤。四个月后，

这名产妇又来到了医院，剖腹产

“可以容纳一千多人的大礼堂，座位全是满的。”回想起 11 月 24 日在邵阳市新邵县举行的晚会，79 岁的刘
少先依旧十分兴奋，“我们甚至把扮演过毛主席的国家一级特型演员李克俭请到了现场，他出场的时候，全场的
观众都沸腾了！”

刘少先是新邵县中老年歌舞协会艺术团团长，深受大家喜爱，而在退休前，她还是一名受病人喜爱、尊敬
的妇产科医生，并在 1993 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11 月 29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往新邵县采访了刘少先，听她讲起物资匮乏的年代，如何为妇产科病人
送去健康和温暖的故事。

扫一扫看视频，分享
刘少先的人生故事

扫一扫，分享三八
红旗手时代风采

医者仁心：她在“极简”医疗时代守护女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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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女婴。现在，这个女孩

已经开始参加工作了。

对刘少先而言，这些有巨

大囊肿或肿瘤的妇科手术是罕

见的，更多的是子宫脱垂手术，

“从医生涯，我做了 2000 多例

子宫脱垂手术”。刘少先告诉

记者，子宫脱垂有医疗技术缺

乏致使产妇生产时用力不当的

原因，但更多是因为产妇生产

后，没有时间调理就急着干重

体力活造成的，“最严重的的一

起病例，那个患者的子宫都已

经掉出体外，感染发炎水肿了”。

退休后
打造中老年人艺术团

在刘少先和同事的努力下，

新邵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从 8 张

床发展成 40 张床。1993 年，她

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2003 年，从县人民医院副

院长岗位上退休 5 年后，为了

响应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丰

富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和大众

娱乐生活的号召，原本就是文

艺活跃分子的刘少先成立了新

邵县中老年歌舞协会艺术团，

并 带团多 次 走出国门。“2014

年，我们在新加坡华人艺术交

流大赛凭借京歌伴舞《花好月

圆》获得了金奖。”

而在艺术团成立初期，由

于没有场地，刘少先将自己家

空余的房子让出来，给大家排

练 节目，放 置物品；没有钱，

刘少先就自掏腰包，“艺术团

成立 16 年来，我们所有的款

项都是自己筹集的”。

面对未来，刘少先最迫切

的是希望艺术团有更多优秀的

人才加进来，“现在医疗条件

越来越好，我们老年人就该好

好享受生活，用歌舞来称赞这

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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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先，79岁，邵阳市新邵人，曾任新邵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副院长，现担任新邵县中老年歌舞协会艺术团团长。1993年获得“全

国三八红旗手”。

↑年轻时的刘少先曾被老师建议去考音乐学院，但她选择了医学。

小档案

刘少先细心地
向病人介绍如
何吃药。

在艺术团成立
16 周 年 汇 报
演出上，刘少
先（左）邀请
了扮演过毛泽
东的国家一级
特型演员李克
俭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