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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1949～2019 年，新中国走过了 70 年的光辉历程。70

年间，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沧桑巨变。作为三级卫
生服务网网底的村卫生所，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本版特开设《壮丽 70
年·卫生所的变迁》专栏，真诚地邀请您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谈谈您所经历或者见证的村卫生所的巨大变化，深刻
反映新中国农村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礼赞新
中国、描绘新时代。字数在 1500字左右，可以配发图片。

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底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投稿电话：0371（85966391）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刘 涛 余秀秀）近日，新县人
民医院为麻醉科引进了便携式

“索诺声”彩超机，成功开展了锁
骨上入路神经阻滞、双腹横筋膜
神经阻滞、股神经加坐骨神经阻
滞等手术，取得了良好效果。

据麻醉科主治医师刘涛介
绍，传统的区域神经阻滞术需要
通过患者的体表标志、血管搏动
等来寻找神经。而应用麻醉可
视化技术是麻醉学领域的重要
突破。医生可以通过超声机清
楚地看到神经、血管、肌肉及穿
刺针的动态位置，实现精确定
位；将药物注射到正确的位置，

明确穿刺的准确部位；减少局部
麻醉药的用量，且起效快，能够
减少神经的损伤。这就大大提
高了神经阻滞操作的成功率。

该院麻醉科引入麻醉可视
化技术后，刘涛为骨科“血小板
减少”的小腿外伤患者实施了

“股神经加腘窝上坐骨神经阻滞
术”，患者可以不插尿管，不用禁
食，且节省了诊疗费用；为特殊
患者开展了“全身麻醉加双腹横
筋膜神经阻滞术”，实现术中、术
后良好镇痛，减少阿片药物的用
量和降低术后恶心、呕吐的发生
率，达到了“多模式术后镇痛”

“加速外科康复”的效果。

如今，半夜时的敲门声依然
萦绕在我的耳旁。当时，我的父
亲是一名赤脚医生，他时常在夜
晚背着小药箱走街串巷，为父老
乡亲诊疗疾病。

自改革开放以来，基层卫生
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
先，父亲坐诊的地方是一间土坯
房，里面有 100 多种中草药和一
些西药，还有听诊器、几根银针以
及几个蒸煮了多次的注射器。父
亲就是用这些诊疗器具为患者祛
除病痛的。当时，因缺医少药现
象比较严重，一些患者没有得到
及时治疗而丧失生命。

1995年，我从孟津县卫生学
校毕业后，正赶上国家推行新型
合作医疗政策；我跟随父亲，开
始从事乡村医生工作。我运用
简单的诊疗器械（听诊器、血压

计、体温计），对常见病、多发病
进行诊治。2007年，在村委会负
责人的协调下，我和村里的几名
乡村医生搬进了学校的几间旧
房子里。修整房间后，卫生所就
开业了，我们开始为村民提供诊
疗服务。

2015年，国家吹响了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号角！健康扶贫是脱
贫攻坚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努力开展好健康扶贫工作，解决
好困难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问
题，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
象发生。作为乡村医生，我们要
勇于担起健康扶贫的责任，与乡
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一起排查患
者的病因，为贫困户建档立卡；掌
握贫困群众的准确信息，确定扶
贫对象；查找致贫、返贫的原因
等，为健康扶贫工作提供准确的

信息和数据。
随着健康扶贫工作的逐步

开展，我们积极向群众宣传健康
扶贫政策、上门为贫困户提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张贴健康扶贫
明白卡、发放健康小药箱；按时
到贫困户家中进行免费健康体
检；为患有慢性病的患者办理慢
性病卡，为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
讲解合理用药知识等。

2017年，国家开始实施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政策，乡村医生除
了完成日常的诊疗工作，还要免
费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同时，在孟津县横水镇卫生
院领导的协调下，我们争取到 5
万元；卫生所全体人员又进行集
资。运用这些资金，我们建成了
一所四室分开的标准化村卫生
所，有宽敞明亮的大药房、诊断

室及健康宣教室和档案室等。
几年后，横水镇卫生院对红

光村卫生所进行扶持，配备了电
磁波治疗仪、电子针疗仪、诊断床
等，使患者能够得到有效的治
疗。同时，红光村卫生所又购买
了一台电脑中频治疗仪。我们通
过在宣教室宣传糖尿病、高血压
病等防治知识，使广大群众及时
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从而
能够预防疾病。

随后，我们为村民提供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并为 113 户贫困家庭提
供上门服务。针对防疫与妇幼
保健这两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我们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进行慢性病管理、新生儿出生
登记、辖区内儿童计划免疫与
季节性免疫接种、本辖区传染

病与流行病的防控与上报、孕
妇保健与产后随访、高危孕妇
管理、完成 0～6 岁儿童登记报
表，做好肺结核或者疑似肺结
核的转诊工作以及制作育龄妇
女管理登记表等。同时，我们
开展宣讲农村爱国卫生活动、
免费为村民进行健康体检、分
阶 段 为 村 民 建 立 居 民 健 康 档
案、开展健康咨询服务、利用中
医传统疗法（针灸、拔罐）等开
展诊疗工作。我们积极按照国
家相关扶持基层的政策，适时
为村民现场报销诊疗费用，使
村民充分享受这一惠民政策。

我们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
村民脸上露出了微笑，感觉一切
都是值得的。

（作者为孟津县横水镇红光
村卫生所所长）

协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近日，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院内有一支送锦旗的队伍缓缓
地向病房楼走来，锦旗上写着

“感谢心内科医生李昕及护理人
员”几个大字。

原来，在2019年6月23日凌
晨，正当人们沉浸在美梦中时，
76岁的伊老先生却因“突发上腹
部不适，并伴随胸闷、出汗等症
状”，被家人紧急送到夏邑县第
二人民医院心内科治疗。当时，
患者神志清醒，但精神状态欠
佳，心电图检查结果显示：急性
心肌梗死。

值班医生李昕立即将患者
的病情告知家属，同时嘱咐值班
护士宋凤田、刁星轲对患者采取
吸氧、心电监护、抽血、建立静脉
通道、用药等急救措施。正当大
家急救时，患者突发意识丧失、

抽搐等，心电监护仪提示：室颤。
时间就是生命。李昕立即

给予其电除颤。很快，患者的心
律恢复正常，意识逐渐清醒。

李昕向患者家属讲解做急
诊 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手术的利弊后，患者家属同
意立即做手术。在开通绿色通
道时，介入导管室医务人员迅速
做好了术前准备。给予患者多
巴胺等药物后，医生进行冠状动
脉造影，然而造影结果出乎意
料：患者的右侧冠状动脉主干近
段100%闭塞。

对这样的患者如不及时开
通闭塞的冠状动脉，很难救治成
功。医生当机立断，决定立即做
支架植入手术。术后，患者恢复
情况良好，胸痛症状消失，现已
康复出院。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任雅彬）“医生！我们家有人
被鸡块卡住喉咙了！一晚上都
没睡，有啥好办法啊？”

7 月 7 日早上，孟津县第二
人民医院胃肠镜室的医生接到
了一个特殊电话。不久，一名男
子被家人扶着来到该院门诊大
厅。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声，患者
被导诊台工作人员送往胃镜
室。在麻醉科的配合下，胃镜室
医生许凌云运用娴熟的操作手
法，在胃镜直视下成功将患者食

管壁内的鸡骨取出。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郭彦萍

说，吃饭时误吞骨头、鱼刺等
异物是很常见的情况。该院
胃镜室每年都要应用胃内窥
镜和异物钳取术为患者取出
食管内的异物；可是，取出这
么 大 块 的 骨 头 还 是 第 一 次 。
郭彦萍提醒大家，被骨头卡住
食道时千万不能用力往下咽，
应该到正规医院的耳鼻喉科或
者消化内科就诊，以免造成不
必要的伤害。

层技术基

在“好乡医之家”这个大家庭里活跃着
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不计个人名利、无私
奉献、积极主动，为乡村医生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

在这支队伍中，有一位年轻的身影，迈
着矫健的步伐，常常穿梭于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之间。他就是信阳市浉河区董家
河乡何湾村卫生室的乡村医生杨应鸿。

2018 年，杨应鸿积极加入“好乡医
之家”信阳地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在
2018 年的金秋时节，“好乡医之家”迎来
了收获季节。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与

“好乡医之家”共同探索“创新互联网金
融服务”模式、助推乡村振兴公益论坛在
全省各地市隆重召开。从那时起，“携手
好乡医，共建一个家”的“集结号”在河南
省政府落实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征程
中响彻中原大地！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
司与“好乡医之家”“结缘”，专门服务广
大乡村医生的“好乡医之家”公益平台逐
渐深入人心！

2018年年底，杨应鸿得知中国人寿河

南省分公司为乡村医生量身定做了“病员
安康”医疗事故保险时，十分激动和兴奋，
主动担负起其所在区域的“好乡医之家”
地区主委，并把这个好消息逐步传递给全
区 50多个村卫生室里的乡村医生。同时，
他还积极向各位乡村医生讲解“病员安
康”医疗事故保险的好处和办理流程。

杨应鸿说：“多年来，乡村医生在日常
的诊疗工作中常常如履薄冰，对每一位前
来就诊的患者既充满了热情和仁爱之心，
又有一些担忧。”因为没有人愿意为广大乡
村医生承担工作中遇到的风险。而中国人
寿河南省分公司为好乡医会员量身定做的

“病员安康”医疗事故保险和“360度完美人
生健康保障计划”，解除了乡村医生日常诊
疗工作的后顾之忧，为乡村医生提供了一
种保障，这些好政策对乡村医生来说就是
一种福利！

据了解，一年多来，杨应鸿以一个志愿
者的无私奉献精神，投身到“好乡医之家”
的团队建设中。他始终抱着一颗真挚的心
与当地的乡村医生进行沟通、交流，消除了

很多乡村医生的困惑。事实上，他不仅肩
负着村卫生室的工作，还运营着一家茶叶
公司。繁忙的工作使他很少能够陪家人吃
一顿完整的饭。

有一次，中国人寿信阳分公司通知召
开电视电话会议。杨应鸿的车子刚行驶到
山口便出现了故障，为了准时参会，他搭乘
出租车到达会议现场。杨应鸿的妻子曾经
埋怨他说：“卫生室的工作那么忙，茶叶公
司运营起来千头万绪，你当志愿者到底图
个啥？值得吗？”杨应鸿说：“作为一名志愿

者，要有敢于担当、无私奉献、无怨无悔的
精神，不能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影响到整个
团队的利益。”

“作为‘好乡医之家’的一名志愿者，我
愿意、我骄傲、我自豪！”谈及今后的工作安
排，杨应鸿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全
省的好乡医会员，用一颗相互理解、相互包
容、相互信任的心，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共同建设好‘好乡医之家’，共同分享中
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提供的各种福利，从
而让更多的人受益。”

敢于担当 无私奉献 无怨无悔

中国人寿为乡医志愿者搭建服务平台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别尔黎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中国
人寿成立70周年。7月8日是“全国保险公众
宣传日”。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出品的《河
南国寿一分钟》在新媒体发布后，一时成为

“网红”。
据介绍，《河南国寿一分钟》宣传短片，由

资深的设计人员进行创意、制作，前后参与人
员多达100多人，历时半个月，通过多维度、多
角度，全方位、立体展示一分钟里中国人寿河
南省分公司发生了什么。

一分钟很短，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却
发生了那么多变化；一分钟很长，在每一分钟
里，河南人都为公司的成长、进步做出了巨大
努力。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每一分钟都发
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公司全体人员随着单
位的快速发展，正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着自
己的梦想。

据了解，该宣传片充分展示了公司员工
在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党委的带领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不负重托，按
照“重振国寿、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奋斗的
身影。

据悉，《河南国寿一分钟》代表中国人寿
总公司，参加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举行的“爱，
从一份保障开始”活动。自 7 月 1 日起，中国
人寿河南省分公司通过中新网、今日头条、抖
音、腾讯、新浪、大河网、国际在线等十几家新
媒体发布该片，经个人媒体转发，至 7 月 3 日
10时，浏览量已达 500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
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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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河南省首批订单定向全科医生，他们
8 年前考入新乡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已于去
年圆满完成各阶段的学习任务。如今，他们在
乡镇卫生院工作将近一年，有的已做出不平凡
的业绩，有的成为不可或缺的业务骨干。让我
们听听他们在基层服务群众的暖心故事吧！

刘成志视患者如亲人。南阳市卧龙区谢庄
镇的患者李某，几个月前因“肠穿孔”在上级医
院做了造瘘手术，术后因为腹腔感染严重，造成
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而昏迷不醒。无奈之下，其
家人迅速带其到谢庄镇卫生院就诊。

接诊李某的是医生刘成志。他经过5年医
学教育和 3年规范化培训，系统的医学知识学
习与丰富的临床实践，让他应对危重患者时比
较从容。他结合患者的病情制订了详细的诊疗
方案；及时处理感染的部位、换药；每天要用三
四个小时安抚患者。也许是这种视患者如亲人
的真情温暖了患者，几天后，患者的病情逐渐有
所好转。随后，李某与老伴儿把一面写有“医术
精湛，医德高尚”的锦旗送给刘成志。

张晓楠是慢性病患者的贴心人。获赠锦旗
的还有内乡县城关镇卫生院的医生张晓楠。参
加工作第二个月，她就收到患者裴某送来的锦
旗，上面写着“医术精湛，照顾细微”几个大字。

原来，裴某患糖尿病已有 10年之久，由于
血糖控制情况欠佳，经常出现头晕、四肢麻木等
症状。为了帮助患者把血糖控制好，张晓楠不
仅从心理上安慰、鼓励患者，还为其搭配既科
学又有营养的一日三餐。在诊治过程中，她深
刻地体会到，只有为患者悉心治疗和提供细致
入微的照护，才能赢得患者的信任和配合，从而
取得了事半功倍的疗效。

蔡春生、甘双是难得的多面手。蔡春生和
甘双是卧龙区王村乡卫生院的全科医生。由于
刚回到家乡，他们对卫生院的工作环境和诊疗
模式不太熟悉，卫生院领导就安排他们先从公
共卫生服务工作做起，鼓励他们承担起健康扶
贫工作的重任。在工作中，他们深刻认识到高
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罪
魁祸首”，其危害程度没有得到基层群众的重
视；尤其是贫困群众健康意识淡薄和经济困难，
导致他们得不到规范治疗。为了避免健康扶贫
工作陷入“医疗需求与健康照顾脱节”的局面，

蔡春生和甘双抓住问题的根源迅速开展工作，耐心向贫困群众讲
解健康科普知识，并与之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建立了长期照顾
的信任模式。

张絮是慢性病健康管理的女专家。宛城区瓦店镇卫生院的医
生张絮善于开展慢性病管理工作。张絮不仅在病房中为高血压
病、糖尿病患者讲解健康科普知识，还全程随访患者，并主动到出
院患者家中进行指导，让其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就是在这一点一滴的关心、照顾中，全科医生拉近了与基层群
众之间的距离。

今年 7 月 2 日，在舞钢市武
功乡贫困村刁沟村，74岁的贫困
户吴某的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他就是武功乡卫生院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成员刘晓
亮。他在贫困户家中进行随访
以及提供其他方面的诊疗服
务。该村 56 岁的患食管癌的牛
某、患有先天性脊椎畸形的吴某
等 36 个贫困人员记不清刘晓亮
来他们家里随访多少次了。

刘晓亮每次来到贫困户的
家里，都要测量血压、及时更新
爱心小药箱里的常用药、将降压
药送到患者手里……

刘晓亮是一位基层普通的
全科医生，自2001年参加工作以
来，努力学习最新的医学知识和
积累丰富的诊疗经验，在健康扶
贫的工作中暗下决心，立志为武
功乡 22个村、286 个贫困户当好
健康守门人。

刁沟村41岁的贫困户吴某，
因出生时患有先天性脊椎畸形，
失去劳动能力。吴某 70 多岁的
父亲因患脑梗死花费了家中6万

多元的积蓄，还有常年患肺心病
的母亲，一家人既要服药、治疗
疾病又要维持生活，家庭经济困
难程度可想而知。当刘晓亮得
知这一情况后，他就成了吴某家
的“常客”。刘晓亮在经常探望
吴某一家人的同时，还免费为他
们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一
天，吴某的母亲突然病情加重，
呼吸困难，吴某在第一时间给刘
晓亮打电话。刘晓亮接到电话
后，迅速安排救护车把吴某的母
亲接到卫生院，安排医生为其抢
救、治疗。经过采取吸氧、利尿
等紧急措施，患者转危为安。随
后，经过 7 天的精心治疗和护
理，吴某母亲的病情得到了有效
控制。

刘晓亮在给贫困患者诊疗
时十分注重心理安慰与沟通，针
对患者的心理变化，用亲切的笑
容、鼓励的话语等温暖着患者的
心灵。

刁沟村 51 岁的贫困户刘
某，因患脑梗死，偏瘫了，卧病
在床多年。之前，刘某患病时，

都是让家人到药店为其购买药
物；病情严重了，其家人就借邻
居的三轮车，在三轮车里铺上
棉被，带其去医院治疗疾病。
刘某说：“若不是病情严重了，
我真不愿意去医院。因为身体
原因，出去一趟太困难了。”刘
晓亮第一次去刘某家里时，刘
某感冒了，不间断地咳嗽，以致
满面愁容。刘晓亮认真为其检
查身体，并通过聊天逐步确认
了病情及了解了家庭状况。第
二天，刘晓亮为刘某送来了感
冒、止咳、压疮药等，并为刘某
翻身、按摩等。自此，刘晓亮时
常来到刘某家随访。刘晓亮
说：“我去贫困户家里随访，就
像走亲戚一样。”

贫困人员都熟悉刘晓亮忙
碌的背影，记得他随访、送药物
以及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打扫
卫生的身影。对于这些，父老
乡亲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刘晓亮为他们消除了病痛，送
来了安康。

（弘 扬 段泓涛 陈会召）

他是乡亲们的健康守门人

刘晓亮（右一）正在为群众讲解防病知识 段泓涛/摄

村民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郭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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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为患者取出食管内异物

新县人民医院

应用麻醉可视化技术

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成功抢救急性心肌梗死患者
本报记者 赵忠民 通讯员 张 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