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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孝道文化 助力消费扶贫

上蔡举行敬老月暨农产品推介活动

“一站式”手术为房颤治疗加上双保险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郭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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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活动
走进淮滨、息县和潢川

婴儿手术，全麻还是局麻？

医生的选择很暖心
本报记者 王正勋 通讯员 任怀江 郑雅文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 史
尧）金秋送爽，丹桂飘香。10 月
18日，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上蔡县文楼村、尚堂社区协办，
医药卫生报社承办的文楼·尚堂
敬老月暨品牌农产品推介活动启
动仪式在上蔡县重阳街道尚堂社
区举行，旨在倡导尊老爱老、邻里
和睦相处的良好风气，推广尚堂
农产品品牌、助力消费扶贫。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成员、副主任刘延军出席活动并
讲话；委有关处室的负责同志、25

家省直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同
志，以及当地居民 500 多人参加
活动。

上蔡县是重阳节的发源地，
承载着丰富的孝道文化内涵。
在2020年重阳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庆祝敬老月，尚堂社区党支部
和社区居民委员会经过民主推
荐和认真评选，最终评选出孝道
家庭、孝心模范、好婆婆、好媳
妇、脱贫标兵 5 个奖项。尚堂社
区对获奖的 15 个家庭和个人进
行了表彰。

刘延军说，百善孝为先，尽孝

要趁早，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对孝心模范、孝道家庭进行
表彰，就是要强化正面宣传和舆
论引导，借助榜样的力量和宣传
引导，凝聚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他说，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
视上蔡县重阳街道尚堂社区定点
扶贫帮扶工作，自2004年开展驻
村帮扶工作以来，已连续派出10
批驻村工作队，在政策支撑、资金
支持、技术支援等方面提供了坚
实的组织保障。历届驻村工作队
和社区“两委”班子、群众一道，紧
紧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中心工作，

认真谋划，积极作为，夯实基层基
础，积极帮助社区理思路、定规
划、争资金、上项目，为村里修路、
打井、改善基础设施，有效改善了
村容村貌和村民生产生活，取得
了有目共睹的成效。

为了推广尚堂农产品品牌、
助力消费扶贫，9月15日，省卫生
健康委驻村工作队以及尚堂社区
结合当地实际，成立上蔡县尚兴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现已开发出
富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尚堂杂粮
面五类七种产品；在启动仪式上，
还设立了扶贫产品展示和“直播

带货”节目，借助活动把特色农产
品推向全国，并将产品上通过扶
贫电商平台推向市场，进而形成
规模产业，提高尚堂社区的集体
经济收入，提升当地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在启动仪式上，爱心企业泛
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专门为尚堂
社区设计的上蔡县尚堂社区振兴
提质规划、党群服务中心新楼和
社区 LOGO 等（价值 50 万元）全
部捐赠给社区；还举办了健康素
养和新冠肺炎防控知识有奖问
答，以及文艺汇演。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康定鼎）豫疆医
疗合作又结新硕果。近日，“河南省肿瘤靶向基因
检测中心、河南省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哈
密分中心”在新疆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以下简称
哈密二院）挂牌成立。今后，哈密的肿瘤患者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先进肿瘤检测诊断技术带来的便
利了。

近年来，肿瘤的精准治疗促使病理诊断发生
巨变，病理诊断已跳出传统的诊断模式，逐渐走向
精准化。“河南省肿瘤靶向基因检测中心、河南省
肿瘤医院病理诊断中心——哈密分中心”挂牌成
立后，河南省肿瘤医院将向哈密二院开放全面病
理诊断和基因检测项目，协助哈密二院建设分子
病理检测平台，组建多学科 MDT 团队，进行定期
的学术讲座及技术培训等工作；河南省肿瘤医院
病理中心专家赵承志将留在哈密二院病理科，进
行业务帮扶和技术指导，采用“传、帮、带”等多种
举措，推动哈密二院肿瘤诊疗水平、区域影响力、
周边辐射力的全面提升，为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

“‘河南省肿瘤靶向基因检测中心与河南省肿
瘤医院病理中心——哈密分中心’落户哈密二院，
一定会使哈密肿瘤诊疗能力迈上一个新台阶，推动
哈密肿瘤学科和病理学科的持续发展，实现对肿瘤
患者的精准治疗，提高肿瘤患者治愈希望。”哈密市
副市长付剑伟说。

据介绍，为了解决哈密地区肿瘤患者看病难问
题，2018 年，河南省肿瘤医院在哈密二院（哈密市肿
瘤医院）挂牌成立“河南省肿瘤医院哈密分院”。这
是河南省医疗机构在新疆设立的第一个分院。按
照“组团式”医疗援疆模式，河南省肿瘤医院在建学
科、育人才、引技术等方面全面发力，大大提升了哈
密二院的综合实力和肿瘤防治水平。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医务人员在门诊楼功
能检查科候诊区救治患者。10月15日10时30分
左右，一名中年女子突然意识丧失，晕倒在该院
门诊楼功能检查科候诊区。功能检查科主任李
军丽突然听到走廊里有家属急促的呼救声，立即
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到患者身边，迅速让患者躺到
候诊椅上，呼叫患者，初步判断生命体征，发现该
名女子呼之不应，但尚有呼吸和脉搏，随之呼叫
本科室的值班医生协助抢救。经过该院医务人
员及时救治，这名患者脱离了危险。该院医务人
员的快速反应和有效救治，受到了患者家属和群
众的赞赏。

丁宏伟 陈 毅/摄

是全麻，还是局麻？在温
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张波大
夫和同事们为救治一名仅 3 个
月大的婴儿犯了难。

前几天，临近中午，一对夫
妻怀抱血流不止的婴儿前来求
救——额部撕裂一个四五厘米
长的伤口。对接诊的神经外科
张波大夫来说，缝合这一手术
原本是常态工作，此次却令他
忐忑不安。

孩子年幼、易动，全麻手术
对医生当然是便捷的选择；但
是患儿没有禁食禁水，全麻诱
导过程有发生呕吐、误吸，导致
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的风险；
且婴儿身体很多功能正在萌发
长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为
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和未来幸
福，张大夫决定逆行克难——
局麻！

然而，婴儿多动哭闹，缝合
伤口则需要多人
协 助 方 可 完 成 。
在处置室，张大夫
一手托着婴儿的
头，一手护住婴儿
的臀部，把孩子轻

轻放在治疗床上，请孩子家长
双手稳固住孩子双手，防止术
中孩子乱抓乱挠，并请科室同
仁蹲在床前，稳捧着孩子的头
部；张大夫开始清创缝合。虽
经过局麻，伤口处疼痛感暂失，
但离开妈妈怀抱的宝宝缺乏安
全感，从清创缝合开始就大哭
不止。张大夫一边进行伤口清
污，一边低声细语，安抚着宝
宝。由于伤口在额部，为了孩
子今后的容貌，他特地选用了
最小号的针和特殊的缝线，一
针一线地精细缝合。时间一分
一秒地过去了，平常十几分钟
就能完成的简单清创缝合，这
次张大夫竟花费了40多分钟。

9 月 2 日上午，这对夫妻抱
着孩子前来温县人民医院拆线
时，将绣着“精湛医术，高尚医
德”8个金灿灿大字的锦旗献给
张大夫和他的同事。

目前，我国心房颤动（简称
房颤）患者已超过1000万人。房
颤发生时，患者心脏中的血流变
得无序，容易在左心耳凝结形成
血栓。一旦房颤终止，心房恢复
收缩，左心耳的血栓就会随着血
液流向全身，轻则引起晕厥、卒
中，重则危及生命。

对于高卒中风险、高出血风
险的房颤高危评分患者，以前只
能采用药物或外科手术治疗，结
果往往不理想；如今，在郑州市
心血管病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房颤“一站式”治疗已成
为这类患者的新选择。这种方
法在有效控制房颤的同时，为患
者撑起预防卒中的“保护伞”。

一次手术解决两大问题

“没想到自己能恢复这么
好，多年的老毛病解除了，心情
也舒畅啦！”10 月 13 日，丁老先
生说起这几天的感受，难掩内心
的激动。

71岁的丁老先生患冠心病多
年，活动后经常胸闷、气短、心悸，
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病史，近几
年来频发房颤，期间进行药物治
疗，但无明显疗效，病情时好时
坏，反反复复；10天前，因病情进
一步加重，入住郑州市心血管病
医院心血管内科八病区。

经检查，当时丁老先生的心
率高达 180 次/分，下肢严重浮

肿，心脏扩大，属于房颤高危评分
患者，符合房颤“一站式”治疗的
适应证。

经心血管内科八病区团队
反复讨论，由主任孙俊华主刀，
为患者实施了房颤导管射频消
融术和经皮左心耳封堵术。手
术过程是先进行房颤射频消融，
经射频消融，患者转为窦性心
律，再将封堵伞准确释放至左心
耳，封堵效果良好。

“房颤‘一站式’治疗，即射频
消融术联合经皮左心耳封堵技术
治疗，是近几年业内较为推崇的
一种治疗方法，适合高卒中风险
或不能耐受口服抗凝药的房颤患
者。”孙俊华说，与分期式手术相

比，房颤“一站式”治疗的优势在
于，一次手术完成两种治疗，既解
决了患者因房颤引发的心悸、胸
闷等症状，改善心脏功能，同时也
可以让患者无须长期口服抗凝
药，避免发生心源性卒中，减少出
血风险，减少患者住院次数，减少
穿刺的相关并发症。

2015 年，郑州市心血管病医
院心血管内科就在省内率先开展
房颤“一站式”治疗，患者年龄从
50岁到90多岁，至今已成功实施
300多例。

找准病因实现个体化诊疗

同样是房颤，但每个人的病
因不同、病情差异、病程不等，决

定了房颤的治疗必须实现个体化
定制。这一点，正是该院心血管
内科八病区所追求的。在孙俊华
的“病因治疗”理念倡导下，科室
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对
每一名房颤患者都进行严格而全
面的评估，力求为他们提供适合
的诊疗方案。

56岁的徐先生有着和丁老先
生相似的经历。1周前，因胸闷、
呼吸困难到郑州市心血管医院心
血管内科八病区就诊，被诊断为
房颤、急性心力衰竭，孙俊华为其
完善相关检查，发现徐先生卒中
风险很高。同时，徐先生又存在
严重的冠脉狭窄，需要植入支架，
而植入支架后需要继续服用抗凝

药物，这样会使患者的大出血风
险明显增加。该如何是好？

经仔细会诊、评估，心血管
内科八病区决定先为徐先生进
行房颤“一站式”治疗，待患者病
情平稳后，再择期进行冠脉支架
植入术。两次手术之后，困扰徐
先生多年的心病解除了。

孙俊华说，房颤可使卒中风
险增加 5 倍，20%以上的卒中归
因于房颤，且房颤所致卒中具有
高致残率、高病死率及高复发率
的特点。没有接受规范管理的
房颤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时刻威
胁个人、家庭和社会。

房颤起病隐匿、无明显症状
等，导致房颤的知晓率、诊断率

低。此外，房颤诊疗新技术的发
展也存在区域失衡、基层诊疗水
平有限、患者的长期管理和随访
不足等问题。为此，该院心血管
内科八病区医务人员多次深入
社区、基层医疗机构等进行义诊
帮扶、科普宣教，将房颤防治知
识传递给更多的人。

针对如何识别早期房颤迹
象，孙俊华说，可以通过数心跳、
摸脉搏的方式来判断，如果心跳
时快时慢，没有规律，就应该引
起重视，建议定期做心电图检
查、戒烟、限酒、控制体重、加强
锻炼等；一旦发现房颤，要尽早
到心血管专科医院就诊，评估风
险，早期干预，避免并发症。

本报讯 （记者高玉元）“今
年，国家对扶贫再次加大力度，健
康科普宣传就显得尤为重要。省
里的大活动都把科普讲座放到这
么重要的位置，做了很好的示范，
回去后，我也会加强科普工作，用
老百姓的话讲好科普。”在息县活
动现场，一位参会的乡村医生告诉
记者。

10 月 13 日~16 日，由河南省
文明办、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
省扶贫办、省民政厅、省爱卫办、省
科协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

医献爱心”健康扶贫志愿服务专项
行动走进信阳市的淮滨县、息县和
潢川县。三站放到一块先后进行，
也是这场活动的第一次尝试。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周勇
说，举办“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活动，是为进一步发挥我省
名医大家技术优势和示范效应，
提升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提高贫困地区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有效防止因病致贫返
贫；组织开展义诊活动、医疗业
务帮扶、科普技能培训、健康科

普讲座、演出健康科普大戏《乡
村医生》等系列公益活动，持续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进一步
提升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机构诊
治疾病的综合能力，提高贫困群
众的健康意识和医学科学素养，
确保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平等享
有安全、有效、方便的基本医疗
卫生服务。

据了解，“健康中原行·大医
献爱心”健康扶贫志愿服务行动
从2018年开展以来，已在全省推
广，覆盖所有贫困地区。3年来，

省级示范活动先后走进光山、嵩
县、台前等 38 个县，参与帮扶的
各级医务志愿人员4867人，累计
开展健康科普讲座和科普技能
培训 782 场，3.9 万名基层卫生工
作者参与科普技能培训，31.75万
人参与科普讲座，赠送科普书
报、光盘 78.9 万份（册），义诊 7.2
万人次，组织省市医院与贫困县
36家医院进行“一对一”帮扶，开
展病例查房1276例；演出戏剧专
场37场，共24.8万人观看。前不
久，该项活动被中宣部、中央文

明办等部门评为 2019 年度宣传
推选学雷锋最佳志愿服务活动。

此次走进淮滨、息县、潢川，
参与帮扶的医务志愿人员 400
人，在县、乡开展健康科普讲座
和科普技能培训 60 场，1152 名
基层卫生工作者参与科普技能
培训，4380 人参与科普讲座，赠
送科普书报、光盘 6.24 万份，义
诊 1830 人次，组织省市医院与 3
个县医院进行“一对一”帮扶，开
展病例查房 20 例；演出戏剧专
场3场，共1200人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