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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胡琛：本期《作家说》节目，我们邀请了一位延安本土的知名作家，她是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职工作协会员，陕西省朗诵学会会员——医疗行业作家杨晓景。她发表和出版了

数百万字的文学作品，部分散文作品以阅读理解题的形式入选初升高语文试题。2016年出版了反映陕北妇女解放的长篇小说《小脚》，202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奔跑的叶子》，该作品为第十一届

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曾先后入选陕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项目、陕西省作协主题创作扶持项目。

用自己的语言把独特的认识传递给读者
——作家杨晓景专访

胡琛：杨老师，据我了解，您从事的是医
疗工作，那么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的？

杨晓景：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
家庭当中，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父亲
以前是工人，后来也改行当了教师。小时
候，我经常跟着他们在农村、乡镇、城市之间
游走。因为没有固定的居住地，所以我把自
己的这种生活称为“游牧生活”，而供我放牧
的地方，除了我生活的土地外，就是播洒着
无数美妙文字的书田、书海。一放学我就钻
进学校的图书馆读书，读完了所有的藏书还
不满足，经常向学长们借书读。小学阶段我
就把四大名著读了，还读了不少外国文学。
学习成绩十分优秀的我曾经梦想长大后当
电台主持人、科学家，但是在25岁以前，从来
没有想过自己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1997年的一天早上，在睡梦中，我被一
道晴天霹雳惊醒了。梦中的我还是勤奋好
学的少年，坐在教室里做我的大学梦。当我
醒来的那一瞬间，却不无伤感地发现，自己
没有上高中，也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如果只是这些的话，我还有希望。但是，更
不幸的是，我发现自己已经结婚了，还有了
孩子，我过的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一瞬
间，我泪流满面，幡然醒悟到自己是一个独
立的生命个体，我来到这个世界有自己的使
命和存在的意义，我所做的一切事情要遵从
自己的意愿，决不能为了取悦别人，满足别
人的愿望，做无谓的牺牲。这就是上天为我
打开的第三只眼。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思
索之后，我开始用这只新的眼睛为自己寻找
新的出路。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文学。我想
通过我的文字，为更多的人打开第三只眼，
属于自己的那只眼睛。如果不能用自己的
眼睛看世界，我们是没有真正的自由和快乐
的。

胡琛：那么你后来是怎样开始文学创作
的？秉持的文学理念是什么？

杨晓景：我刚开始写诗歌和散文，后来
又尝试写小说，写了几年小说以后，便开始
向长篇小说进军。2005年完成了长篇小说
《小脚》的初稿，2016年正式出版。在创作初
期，我便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文学绝不是

个人情感的宣泄，要努力走出“小我”，进入
“大我”的境界，为苍生之苦难呐喊，为社会
之进步问路。而且在写作时一定要用自己
的语言、自己的表达方式把独特的认识传递
给读者。我常对别人说，如果我写出来的文
字，和大街上的大爷大妈，或者办公室里闲
聊的同事说出来的一模一样，那么，我的创
作是没有价值。

胡琛：您前前后后创作了很多作品，那
么您最满意的一部作品是什么呢？

杨晓景：如果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比较
的话，我认为在长篇小说的创作方面，我的
新书《奔跑的叶子》比《小脚》要好一些。这
部小说准备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是经过三
十多年的积淀，才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成熟
的思想，书中涉及的医疗、教育、经济、社会
等领域都是我比较熟悉的，有深切的感
受。书中每个人物的出现、每个事件的发
生用意是什么，都是仔细考虑过的。在人
物形象的塑造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这本书是我国首部“讲述医务人员成长故
事，反映医改四十多年探索历程”的长篇小

说，也是一部和人的生命、健康、价值、尊严
有关的小说。书中主要讲述了一位陕北贫
困家庭出身的农村少年，如何通过刻苦学
习，努力成长，成为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医
疗人才的故事。通过主人公陈灵均学医后
的所见所闻，让读者了解什么是医学？医
学能为患者解决哪些问题？还有哪些问题
是医学解决不了的？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医
生，要经历多长时间的学习和磨练。在现
实生活中，医务人员的生存环境是怎样的，
医院又是如何对医务人员进行管理的，不
同时期的医改对医疗行业、医务人员、普通
老百姓的影响等等。

胡琛：那您对以后的创作有什么安排，
或者对未来有哪些计划？

杨晓景：通过读者的反馈，我认识到自
己在创作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继续学
习才能进步。所以，我打算边读书边练笔，
多写一些小东西，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往大一
点写。至于以后再写多少小说、散文、诗歌，
我不给自己定任务。随心而发，顺势而为，
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比较好的写作状态。● 杨晓景

主持人杨萌萌：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也是习
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纠纷源头化解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坚持把非诉
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本期《法在身边》邀请到富县人民法院梁建珍介
绍基层法院诉源治理工作开展情况。

多元共治，从源头化解矛盾纠纷微创介入治疗子宫腺肌症

主持人冯一倩：请名医谈百病，《大白说健康》栏目每周一邀请专家走进直播间，为

听友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知识，精心打造专家与听众的交流平台，本期特邀中国

医科大学驻延安市人民医院介入科韩向军教授科普“子宫腺肌症的微创介入治疗”。

● 韩向军 ● 梁建珍

杨萌萌：什么是诉源治理？它的开展具有什么意义？
梁建珍：诉源治理简单地说就是诉讼纠纷源头化

解。诉源治理是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
纷易发多发，加上我国 14亿人口基数的乘法效应，使
得纠纷解决的需求剧增，呈现出“诉讼爆炸”之势，加剧
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影响老百姓司法获得感和基
层平安稳定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最早由法院系统提
出并倡导。2021年 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诉源治理推动矛盾
纠纷源头化解的意见》，“诉源治理”自此上升为国家社
会治理层面的重要制度。所以说，我们当下热议的诉

源治理，就是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加强
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完善预防性
法律制度，尽量避免纠纷发展至“诉”的层级，以达到从
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的目标。

杨萌萌：诉源治理其实就是“枫桥经验”“马锡五审
判方式”的一个延续和创新。“枫桥经验”之所以能够在
不同历史时期持续发挥作用，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基
层干部群众及时总结成功做法，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制
度层面的创新，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诉源治理在基层
法院审判实践中是如何体现的？

梁建珍：富县人民法院在诉源治理中坚持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对已经到法院的案件，为了便于当事
人快捷办理，减少大量案件进入诉讼程序，我院坚持

“将非诉化解挺在前面”，在诉讼服务中心设有诉前调
解中心，作为诉前调解的主阵地和与人民调解、各行业
调解、律师调解、人民陪审员调解的衔接纽带，集中高
效便捷调处纠纷。2018年 7月，我院通过在富县电视
台公开发布招聘公告，通过自荐、推荐、考核、选拔等渠
道，共招聘10名特邀调解员从事诉前调解工作。今年
初，我院又重新聘请来自不同行业、热爱人民调解工
作、调解能力强、口碑好的特邀调解员 10名。由特邀
调解员对简单民商事案件进行诉前调解，对转办委托
的案件进行诉中调解。通过诉前调解、诉中调解，有效
化解了大批矛盾纠纷。

杨萌萌：诉源治理工作中，富县法院在审理案件过
程中有哪些创新举措？

梁建珍：富县法院坚持“能动司法，小案不小办”理
念，不断深化“两说”机制。一是说事说法阵地前移。
在院内、法庭均设“说事说法”工作室；二是转变“说法”
模式。由过去单一的线下说法转变为“线上+线下”说
法；三是将 20名法官干警纳入县乡社会综合治理“说
法库”。四是聘请10名特邀调解员驻院（庭）开展说事
和诉前调解工作。今年以来，共调解案件411件，兑现
金额 244万元；五是实行“快立+快保+快审+快执”，在
两个工作日内调处了牛武镇、北道德乡37户果农诉果
商苹果买卖合同纠纷，及时对未售苹果采取保全措施，
已向 37 户果农兑付案款 502 万元，占总案款的
98.24%。

冯一倩：子宫腺肌症的致病原因有哪些？
韩向军：病因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遗传因素、子

宫外伤因素、炎症感染因素。
冯一倩：患者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韩向军：子宫腺肌症的症状主要为痛经，多是经期剧

烈疼痛。一般都是在月经来临之前的1周左右出现疼
痛，直到月经期结束才会缓解。其次，月经不调也是子宫
腺肌症的症状之一，约半数的患者会出现这一症状。通
常体现在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有一些病人还会有月经
前后少量出血的情况。除此之外，贫血、下腹包块、巨大
子宫压迫肠管和膀胱导致尿频、排尿困难以及便秘等也

是子宫腺肌症的症状，部分女性还有腹痛、腰痛症状。
冯一倩：那会影响女性怀孕吗？
韩向军：会的，由于子宫体明显增大，压迫宫腔，会造

成女性怀孕十分困难，就算是采用了一些助孕方法，妊娠
率也比较低，即使怀孕成功，也经常出现意外情况，比如
流产、胎儿早产等情况，都比正常孕妇高很多倍。

冯一倩：目前临床上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去治疗
子宫腺肌症呢？

韩向军：对于这一疾病目前可以采取的方法有很
多，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年龄、病情以及生育要求等，来选
择治疗手段。通常首选的治疗方式是通过药物抑制人
体的雌激素水平，来抑制子宫内膜的生长，并联合各种
止痛药物减轻痛经的症状，如果患者的症状轻微，尤其
是快到绝经期的患者，推荐这种治疗方式。第二种方式
是手术治疗，其中有根治手术以及保守手术。根治手术
就是对子宫进行切除，适用于病情十分严重，而且已经
生育过的女性。而保守手术就是要对病患部位局部切
除，通常适用于还未生产和病情还可控制的患者。如今
的医学进步，还产生了很多微创治疗技术，如经子宫动
脉的栓塞治疗、经皮穿刺的射频或微波治疗等。

冯一倩：对于普遍患者来说，微创治疗的接受程度
还是比较高的。

韩向军：对，栓塞治疗是目前唯一微创、无需全麻、
无手术刀口、保留子宫的治疗方式，已经得到了国际的
广泛应用。它是在人体血管内送入一根导管，将导管
送至子宫腺肌症的供血动脉处，之后注入栓塞材料阻
断子宫的血液。使子宫肌层中的增生内膜失去血液支
撑，进而萎缩坏死，使其不能在以后的月经周期中产生
增生的反应，进而控制症状。

冯一倩：子宫腺肌病的患者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什
么？

韩向军：在饮食上要尽量选择清淡的食物，绝对不
能够吃带有雌激素成分的食品。日常生活要养成健
康、良好的习惯，不要过于劳累、熬夜。要保持情绪稳
定，尽量避免出现紧张、生气等负面情绪。在月经期的
时候，要特别注意卫生，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经期不
能有性生活。在药物和化妆品的选择上要多加注意，
不要使用含有激素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