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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
个行业的人员以及普通民众都用
自己的方式为抗疫贡献力量。其
中，就有“药店人”的身影。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群
众对口罩、酒精、消毒液、清热
解毒药品等物资的需求量增
大。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期，
药店也因此成为许多人的希望
和寄托，就此所带来的防护压
力也随之增加。

为此，河南大中元阳光大药
房对员工进行个人防护培训，要
求员工上班时戴口罩、穿隔离衣，
每天进行两次店内消毒，勤开窗
通风，并实行半封闭式营业。对
于前来购买药物的群众，药店员
工先为其测量体温，再根据顾客
的需要选择药品。为了保障群众
的用药需求，从大年初二开始，河
南大中元阳光大药房扬子店员工

一直坚守岗位，实行半封闭营业
模式，让购药群众在门口取药。

“由于实行半封闭营业模
式，所以我们比以前付出更多的
时间和精力。除了跑路多，我们
还要多与顾客沟通，以快速满足
群众的需求。在特殊时期，辛苦
一点不算什么，能为大家解决实
际问题、提供及时服务，我们感
到很欣慰。”药店员工王冰雪
说。王冰雪今年30岁，最小的孩
子才 11 个月，还没有断奶，但她
仍然克服困难，坚守岗位。

为了方便群众，河南大中元
阳光大药房还开展了网上订购
服务。“目前，我们在许昌的66家
药店全部在顺丰、同城急送等上
线，其中 14 家药店还在美团上
线，方便群众购药。”河南大中
元阳光大药房扬子店店长靳伟
伟说。

“谢谢杨大夫，我现在比以
前好多了……”4月 6日，在舞钢
市枣林镇中心卫生院，来自该镇
王楼村 44 岁的赵女士紧紧地拉
住“90后”医师杨金保的手，感激
地说。同时，赵女士和家人送给
杨金保一面写有“以病人为中
心 以服务树信誉”的锦旗，表达
感激之情。

3月 28日中午，赵女士因严
重头晕、恶心、呕吐，乘三轮车来
到枣林镇中心卫生院就诊。值
班医生杨金保见状，立刻上前询
问患者，了解病情病史，进行血
压、血糖等检测，快速查体。经
过检查，杨金保初步判断赵女士
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

杨金保一边安慰赵女士，
一边为其办理入院手续，进行
针对性治疗。经过连续有效治
疗，赵女士的头晕、恶心、呕吐

症状得到缓解。可是，她仍然
闷闷不乐。杨金保通过沟通、
交流，了解到赵女士对这次突
然发病产生了恐惧心理。杨金
保进行心理疏导，让赵女士对
治疗充满信心；向她传授控制
血糖的方法，讲解糖尿病饮食
健康知识。同时，杨金保还和
科室护理团队对赵女士进行心
理疏导。连日来，持续的心理
疏导及正确的饮食指导、药物
治疗，使赵女士的血糖控制到
理想水平。赵女士对以后的生
活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杨金保在抗疫的
同时，带领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多次深入韦庄、袁庄等 5 个村
组 ，为 160 多 个 贫 困 户 300 多
人，送医送药，开展健康科普巡
讲、助力复工复产等服务。

（弘 扬 段泓涛 陈会召）

河南省“2020-药店人的春节”微视频
集赞活动优秀作品展示之二

抗疫中的“大中元人”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李富华

“非常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感谢
你们的关怀和照顾，让我感受到家的
温暖！”“谢谢你们的照顾，在这里的生
活很温暖、很舒适，给你们添麻烦了，
希望你们在照顾我们的同时也照顾好
自己。”

近日，送走隔离期满经体检无异常
的两名回国留学生后，值守平顶山市湛
河区集中健康管理中心的北渡镇卫生院
主治医师姜亚凯，在整理房间时发现两
张留言条，一句句朴实、暖心的话语，让
姜亚凯顿时热泪盈眶，心想：“能得到回
国同胞的理解和认可，我所有的辛苦、劳
累、委屈都不算什么！”

虽然湛河区已连续 50 多天无新增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原有病例已全部治
愈出院，但随着境外疫情形势日趋严
峻，湛河区回国人员逐步增多。他们刚

进入集中健康管理中心时，面对陌生的
环境、陌生的人，再加上对疾病的恐惧
心理，有的情绪波动，出现烦躁、抱怨、
吵闹等现象。

为了让他们安心配合隔离，常驻隔
离点的湛河区委党校、区医疗保障局和
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与值守的医
务人员想方设法，稳定他们的情绪。

湛河区人民医院、北渡镇卫生院
和曹镇乡卫生院的医务人员轮番上
阵，每 14 天换一次岗，为入住人员进
行医学观察、体温监测、健康咨询、心
理疏导；后勤服务人员详细了解回国
人员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为他们提供
可口的饭菜、水果，并备齐生活用品；
在得知从韩国回来的留学生李轩逸
需要收看直播网课时，区委党校副校
长田松坡专门联系电信部门，在隔离

点加装了高速路由器；当李轩逸情绪
波动时，医务人员快速对其进行心理
疏导……

“正是有了这些好心人的关心和照
料，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祖国母亲的温
暖！感谢祖国！”这是解除隔离回归家庭
后的李轩逸在《隔离点的贴心人—有感
于在湛河区隔离点进行隔离的日子》一
文中的话。在这篇日记里，他详细讲述
了回国后从恐慌、失落、抵触到充满感激
的心路历程，表达了对隔离点工作人员
的感激之情。

从第一例回国人员入住隔离点至
今，湛河区共有 50余名回国人员接受集
中医学隔离观察。他们都得到了工作人
员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照顾。而回国人员
的一张张留言条和感谢信，则是对隔离
点工作人员最好的慰藉。留言条留言条

“阿姨，这太不好意思了，
您和叔叔给我们做这么多好吃
的……”日前，在武陟县詹店镇
隔离点外面，工作人员对李小
杏感激地说。当天，步入花甲
之年的李小杏和赵百明夫妇把
大油饼、卤肉、鸡蛋、辣椒等送
到隔离点工作人员手中，为辛
苦值守的工作人员加餐。

原来，随着境外疫情形势
发展，陆续有从伊朗、泰国、美
国等国回来的人员，根据相关
要求，这些归国人员需要集中
隔离，武陟县将隔离点设在詹
店镇，并安排武陟济民医院
（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医务
人员值守。近日，该院集结队
伍接管整个隔离点，每天定时
为入住隔离点人员提供医学

观察、消毒消杀、体温监测、生
活服务、健康咨询、心理疏导
等服务。医务人员还需要详
细了解回国人员的饮食和生
活习惯，为他们提供可口的饭
菜及水果，并备齐毛巾、香皂、
茶杯、手机充电器等生活用
品，尽最大努力满足入住人员
的生活需要，让他们感受到祖
国的关心、关怀。

偶然间，李小杏和赵百明夫
妇从女儿的话语中得知隔离点
工作人员比较辛苦，饮食简单。
他们就想为这些值守的人员做
一些好吃的。“我女儿也在医院
工作。有一次打电话，她说同事
在詹店镇隔离点值守，饮食比较
简单。我非常喜欢这些孩子，加
上我们村距离隔离点不远，就跟

老伴儿商量好，给他们做点好吃
的。”李小杏说。

为了让工作人员能够吃到
热腾腾的饭菜，他们一大早就
去集市上买了许多菜，回到家
开始处理食材，忙碌了 3 个多
小时，直到 11 时才做好，就赶
紧送到隔离点。“你们趁热吃
吧！口感好。”李小杏对工作人
员说。当天中午，隔离点的工
作人员都开心地吃着他们做的
饼和菜。“阿姨做的饭非常好
吃！”隔离点工作人员黄永路开
心地说。

“你们要是喜欢吃，我下次
再给你们做。这些孩子很辛
苦，能吃一些好的，我感到很开
心。”李小杏说。

（王正勋 侯林峰）

手术室是一个令人满怀希望而又充满
畏惧的地方。人们希望通过手术治愈疾
病，但冰冷的手术刀往往让人不寒而栗。
近日，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手术室里来了
一名年仅 8岁的耳鼻喉科患者。

小儿麻醉的风险较成年人来说更大，
再加上小儿的各个组织器官发育不完全，
心理承受能力低，对于麻醉医师和手术医
师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手术需要尽
快完成，以缩短麻醉时间，减少麻醉用药，
使小患者快速苏醒，稳定情绪，恢复正常
状态。

“由于小儿的机体代谢能力比成年人
低，麻醉药物的选择要符合小儿的代谢水
平，需要严格控制剂量。而术前焦虑是患
儿在手术过程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如果患
儿在手术台上恐惧、挣扎，会降低麻醉效
果，影响手术顺利开展！”医院麻醉科护士
长许朋朋表示。为了让患儿顺利麻醉，医
务人员想了很多办法，得知患儿喜欢玩“消
消乐”，许朋朋就开始陪患儿“闯关”。

在许朋朋的悉心照顾下，患儿的情绪
没有产生太大波动，有说有笑，非常勇敢。
患儿被成功实施麻醉，安然进入梦乡。患
儿手术顺利完成，并确认完全苏醒后，由医
务人员送回病房。 许朋朋陪患儿许朋朋陪患儿““闯关闯关””

平顶山市湛河区集中隔离点

贴心服务屡获回国人员点赞
通讯员 弘 扬 于万兵 王世新 文/图

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讯
员蒋晓莉 楚 珣）近日，荥阳市人
民医院新生儿科紧急接诊一名患
儿，患儿出生时羊水呈黄绿色；出
生后 2小时，患儿全身皮肤青紫，
呼吸困难，胸廓成桶状，口吐泡
沫，随时有生命危险。

该院新生儿科医务人员对患
儿进行紧急救治。经过各项检
查，医生诊断为：新生儿胎粪吸入
综合征、新生儿气胸、新生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

经该院胸外科主治医师陈赫
会诊后，考虑气胸面积达 60%，患
儿随时会出现生命危险，立即进
行胸腔闭式引流。凌晨 6 时，患
儿再次出现呼吸困难，呼吸急
促。医生评估患儿的病情后，建
议使用肺表面活性物质。该科主
任平菊梅立即联系药学部主任杨
志伟，开通绿色通道。平菊梅带
领急救团队，在气管插管下给予
患儿肺表面活性物质滴注。之

后，患儿的呼吸逐渐平稳，呻吟声
消失，全身皮肤逐渐转红润，转危
为安。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也
称为新生儿肺透明膜病，是指由
于各种原因导致肺泡表面活性
物质缺乏，新生儿出生后不久即
出现进行性呼吸困难和呼吸衰
竭综合征。由于早产儿的肺部
发育不成熟，易发生肺透明膜
病，存活率极低；患胎粪吸入综
合征的足月患儿，因肺泡表面活
性物质被胎粪灭活，也易发生肺
透明膜病。通过外源性补充肺
泡表面活性物质，帮患儿渡过第
一关（呼吸关），同时减少后期呼
吸暂停及慢性肺部疾病发生。

该院新生儿科通过开展气
管内注入肺泡表面活性物质技
术，治疗早产儿及足月儿呼吸
窘迫综合征，取得了良好疗效，
表明在新生儿救治方面实现了
跨越。

层技术基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
张 扬）“你们是光明使者！谢谢！
现在，我的双眼能够看见东西，也
不痛了，可以独自出门啦！”4月 1
日，一位老太太及家属拿着锦旗来
到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对医务人
员感激地说。

老太太姓闫，今年 77 岁。近
几年，随着年龄的增加，她逐渐感
觉自己的左眼视力下降明显，并伴
有眼痛等症状。今年3月中旬，闫
老太太在孩子的陪同下，来到该院
就诊，副主任医师王虹接诊患者
后，进行询问和检查，发现患者得
了老年性白内障、慢性闭角性青光
眼、高度近视。“儿子站在面前，我
很难一下子认出来。”闫老太太痛
苦地说。

王虹建议患者尽早进行手术
治疗。可是，患者想到医生要在自
己的“眼珠子”上做手术，非常担心

地说：“一旦出现问题，我就彻底看
不到东西了，我不做手术。”

治疗眼部疑难疾病，具有丰富
诊疗经验的王虹心里清楚，该患者
必须做手术。结合闫老太太的病
情和犹豫心理，王虹通过沟通，耐
心讲解保守治疗、手术方案的优缺
点。听完医生分析后，闫老太太决
定住院治疗。

鉴于患者的年龄较大和病情
严重，王虹考虑将手术分两次完
成，因青光眼、白内障联合做手术，
难度比较大，先进行右眼高度近视
和白内障手术。随后，王虹制订了

“青光眼+白内障”联合手术方案和
应急预案。手术当天，王虹早早来
到病房，提前安抚患者。患者进入
手术室40分钟后，手术顺利完成。

第二天，当医生把纱布拆下
后，患者微笑着说：“谢谢王主任！
我的眼睛不痛了，还能看见你们。”

本报讯“6年来，总是反复咯
血、肺部感染，每年多次住院，让
我痛苦不堪，多亏二院医生为我
治疗，找到病因，解决了问题，消
除了我多年的痛苦。”日前，在温
县第二人民医院介入科病房，70
多岁的患者刘先生说起 6 年来的
就诊经历，仍然心有余悸。

患者 6 年前被诊断为支气
管扩张。令患者恐惧的是，偶尔
出现咯血和几次肺部感染。“我
咯 血的情形，好像电视剧里身
患绝症的人，太吓人了……”刘
先生说。

6年来，刘先生辗转多家医院
就诊，均采用保守治疗方案，每年
住院治疗多达五六次，但病情仍不
见好转。今年年初，患者频繁咯
血，并伴有肺部感染情况，经人介
绍来到温县第二人民医院治病。

“患者来就诊时，精神状态不好，咳
嗽剧烈，有咯血、肺部感染现象。”
医生了解患者的病史，结合相关检

查结果，组织院内专家会诊。经过
会诊，专家决定为患者做支气管动
脉造影+栓塞术。

3 月 11 日，医生为患者做手
术。术中，专家通过造影发现患
者的双侧支气管动脉明显可见瘀
血，膈动脉血管畸形，进行栓塞治
疗，手术历时2小时顺利结束。术
后，患者的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
康复出院。

据该院专家介绍，支气管动
脉栓塞术是通过导管将栓塞剂有
选择性地注入某一支气管动脉，
借以堵塞血管、控制大出血等。
对于内科保守治疗效果不好或者
反复咯血、有手术意愿的患者，可
以考虑该项手术，不仅可以治疗
咯血，还可以降低再次咯血的风
险，成功率高，手术效果明显。况
且，该手术为微创手术，只需穿刺
股动脉，创伤少，患者痛苦小，并
发症的发生率低。

（王正勋 侯林峰 李东洋）

护士长陪患儿“闯关”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姜干营 任雅彬 文/图

“大饼卤肉给你们加餐”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荥阳市人民医院

成功救治一名危重症患儿

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

让七旬老人重见光明

温县第二人民医院

为患者做支气管动脉栓塞术

病重患者失信心
杨大夫妙手施治

保险到底有多重要，恐怕只有
经历过生死的人，才能深有感触。
马海东就是一位经历过生死、用生
命宣传保险知识的乡村医生。

一种特殊的缘分
马海东是南阳市唐河县昝岗

乡胡庄村卫生所的一名乡村医生，
由于热心、周到、尽职尽责，深受当
地群众的欢迎，在2018年唐河县最
美乡村医生评选活动中荣获“唐河
最美乡村医生”。

然而，天公不作美，马海东在
为百姓健康忙碌时，自己却成为
一名患者。马海东自 2013 年被检
查出肝病以来，身体一直不太好，
需要经常住院治疗，家里几乎没
有积蓄。令马海东后悔的事情
是，在被检查出肝病的前一年，其
妻子打算为全家购买保险，他因
受到一些舆论影响，认为保险不
靠谱，拒绝购买保险。“后来，他的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逐渐意识到
购买保险的重要性。”马海东的爱
人仝红梅说。

2018 年年底，中国人寿在基

层招募乡医助理。马海东得知这
个消息后，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一
名乡医助理，不仅为老百姓看病，
还成为当地的保险宣传员。“对我
来说，宣传保险知识，就是一种使
命。因为我不想让其他人走‘弯
路’。”马海东说。

知道这一天会来
2019年 1月，马海东因肝硬化

入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之后
又住院两次，花费9万元。然而，在
身体稍有好转时，马海东就第一时
间约好办理保险的客户，因为他深
刻体会到“购买保险不能等”这句
话的深刻含义。

“我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想
到这么快。”仝红梅说。2019 年 9
月，马海东因身体不适再次住院，
医生告诉家属不能再等了，必须
做肝移植手术。2019 年 10 月，仝
红梅带领马海东前往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治病，医生
的诊断同样是需要肝移植。于
是，他们在该院一边治疗，一边等
待肝源。

幸运的是，2019年 11月，马海
东等到了肝源。

然而，仝红梅却被70万元的医
疗费难住了！70 万元像一个天文
数字困扰着仝红梅。当父老乡亲
听说马海东患病之后，纷纷前来探
望；得知手术费非常高后，号召全
村人为其捐款；中国人寿的同事听
说这件事后，纷纷捐款等。最终，
在同事、老乡、亲朋好友的帮助下，
仝红梅筹到 7.8万元善款。中国人
寿唐河支公司领导班子得知这种
情况后，为马海东破格申请了最高
额度（4万元）的税优保险。

仝红梅每日以泪洗面，心想：
“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如果倒下了，
我可怎么办呢？”最终，仝红梅又通
过借款、贷款以及各种拼凑，终于
凑齐70万元，马海东的手术得以如
期进行。

“老百姓患病了，更需要购买
保险。”手术室外面，仝红梅泪流满
面地说。

ICU里不忘保险
这场艰辛至极的资金筹措之

旅，让马海东更加意识到购买保险
的重要性。在做肝移植手术前，马
海东将亲身经历写成文字，发到微
信朋友圈，鼓励朋友在身体健康时
一定要为自己购买一份健康保障，
并得到了亲朋好友的认可。其中，
一位亲戚直接询问马海东如何购
买保险？马海东在病床上为亲戚
制订一份健康计划书。

术后，在重症监护室（ICU）里，
马海东能说话的第一时间，就是担
心亲戚购买保险的单子能否及时
办理。由于身体原因，马海东不能
使用手机录入保险单信息，就让仝
红梅委托乡医专干王勇协助，为亲

戚办理了 6000 余元的健康保险。
直到办理成功，马海东才深深地松
了口气。问及原因，马海东坚定地
说：“风险不能等，早买保险早保
障，我不能让自己的遗憾发生在亲
人身上。我希望亲朋好友能尽早
拥有一份健康保障。”

正是有了这种坎坷经历，马海
东对保险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工作
范畴，而是视为生命的延续。如
今，在家休养的马海东，需要长期
服用抗排异药物，每年 10 万多元
的医药费更是令家庭雪上加霜。
然而，使命使然，在宣传保险的道
路上，马海东从未放慢脚步。

4月3日，中国人寿为郴州“3·30”
火车侧翻事故一位当事人赔付 15
万元。据了解，3 月 30 日 11 时 40
分，京广线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境
内，T179次（济南至广州）列车发生
侧翻事故。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4
人重伤、123人轻伤。

事件发生后，中国人寿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成立理赔应
急工作小组，组织理赔调查人员
立即赶赴事故地点，开展出险客
户排查，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积
极做好理赔服务工作。

经多家中国人寿分公司联合
排查，已确认因此次事故受伤及
遇难人员中，共有中国人寿客户
12 人。针对因事故造成截肢、行
动不便的一位客户，中国人寿主
动联系医院及客户家属，协助办
理理赔手续。在帮助被保险人收
集相关资料，并减免诊断证明等
纸质申请材料后，顺利完成了理
赔。据悉，这位客户就是文章开
篇提到的那位事故当事人。

据了解，针对本次事故，中国
人寿在前期发布的十项服务举措
基础之上，再次升级服务，安排专
人前往郴州永兴县人民医院、郴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医院，探望、
慰问客户，为他们送去关爱与慰
问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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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宣传保险的最美乡医——马海东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何小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