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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专家教授故乡行”活动再次走
进确山县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科
主任党晓卫、介入科专家吴刚、呼吸
内科专家楚荷莹、肿瘤科专家李明
君、消化内科专家王红建一行5人回
到家乡，深入确山县人民医院各对
口科室，开展疑难病例讨论、教学查
房、手术指导等帮扶活动。

“真没想到在县医院还能让省
里的大专家做手术，真是太感谢
啦！”确山县人民医院手术室外，在
听到手术顺利完成的消息后，李老
先生的家属向医生连声道谢。

原来，60 岁的李老先生病情复

杂，是罕见的胆囊结石伴坏疽性胆
囊炎，合并肝囊肿、肠粘连患者。当
天上午，党晓卫为李老先生行腹腔
镜下胆囊切除术、腹腔镜下肝囊肿
引流术、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术，历
时 3 小时 40 分钟，手术顺利结束。
党晓卫完美的手术操作，使该院在
场观摩的外科医生们受益良多。“能
够近距离观摩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专家的手术操作，面对面与专家
交流，向专家请教，对我们基层医生
来说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一位年轻医生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还派出专家开展驻扎式帮扶，
自 2020 年 7 月开始，先后派出口腔

科专家康鹏、胃肠与腹壁外科专家
刘琪、神经内科专家谢祎进驻确山
县人民医院相关科室，开展对口帮
扶工作。

2020 年 7 月～12 月，康鹏进驻
确山县人民医院口腔科，通过临床
查房、病例讨论、义诊下乡等多种形
式，将先进技术传送到基层临床一
线，提升了确山县人民医院牙体牙
髓疾病、牙周病、牙齿牙列缺失，口
腔错颌畸形等疾病的诊疗水平，对
口腔种植、口腔美学修复等治疗起
到推动作用。

2021年1月～6月，刘琪进驻确
山县人民医院普通外科。在帮扶期
间，刘琪带领基层医生接诊患者、查

房教学、病例会诊、并制定手术方
案，开展经腹腔镜下经腹膜前补片
疝修补术、腹腔镜下结肠癌根治术、
直肠癌根治术等高难度手术。在刘
琪的指导下，确山县人民医院普通
外科手术团队已自主掌握腹腔镜疝
修补术，并熟练开展多例手术。

目前，谢祎驻扎在确山县人民
医院，帮扶期为半年。谢祎进驻该
院后，就全身心投入临床诊疗活
动。7月5日，谢祎首次来到脑卒中
重症病区。当天下午，他就指导全
科医务人员进行了教学查房：接诊
第一位患者是左侧肢体无力、麻木
伴有言语不利的李老先生。查房
时，谢祎认真听取了李老先生的病

史介绍和诊治经过，随后对他进行
了神经系统检查和分析，肯定了该
院目前的诊断和治疗，并对溶栓药
物种类的选择和疗程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解答了科室医生各种疑惑。

确山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
示，驻扎式帮扶活动是名医名家故
乡行的升级版。这次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确山籍医疗团队回到家
乡，通过“派出一支队伍、提升一个
专科、推广一项技术”，深入推进人
员派驻、学科对接、新技术新业务传
授等措施，不仅将省级专家优质医
疗服务“搬”到了确山县人民的家门
口，还为确山县人民医院留下了“带
不走”的诊疗技术。

“我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只是以
院为家，义不容辞地担当着抢救生命
的责任，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自己的
人生价值！”这是洛阳市孟津区第二人
民医院医生许海玲说的一番话。从事
诊疗工作以来，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
的她，在每次与死神的赛跑中，救死扶
伤，留下了一路凯歌。

许海玲所在的内五科是医院一个
“高标准严要求”的科室，是区重点专
科之一。许海玲与科室各位医生及护
士通力合作，成功救治了 100 余例患
者。在遇到患者急救和突发事件时，
她总是积极参加抢救，加班加点是常
态，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2020年冬季的一个夜班，许海玲
刚脱掉工作服准备下班，抢救室内一
名67岁的男性患者，大面积脑梗死继
发脑出血，自主呼吸快要停止，血氧
饱和度持续下降，病情非常危重。许
海玲和其他在岗的医务人员立即组
织抢救，清理气道、吸氧、吸痰、建立
静脉通路、准备呼吸气囊……一直忙
到患者的生命体征稳定为止。

后来，这名患者的家属要求转到
上级医院，许海玲不顾刚上完夜班的
疲惫与劳累，主动跟随 120 急救车把
患者平安送到上级医院，并向医生介
绍了患者的病情后才离开。返回孟津
区第二人民医院时，天都快黑了。后
来，患者家属得知她忙于抢救，一整天
都没有吃饭，还牺牲休息时间护送患
者，非常感动，拿来香蕉送给许海玲，并说：“许医生为了救人
拼过命！”许海玲说：“这香蕉吃起来很甜，甜到了我和患者家
属的心里！”

今年初春的一天，一名患有急性脑梗死的 86 岁老人李
某，经过许海玲的精心治疗，病情有了好转。但在第六天上
午，患者突然感觉骶尾部疼痛难忍，经过肛诊，考虑是粪球
压迫，若不及时清理粪球，可能前期治疗就要前功尽弃。看
到患者痛苦的面容，许海玲一边耐心安慰患者（如图），向患
者家属解释病情，一边用手清理出来5个如乒乓球大小的粪

球。患者的疼痛解除了，脸上露出了微笑，守在床边的患者
家属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事后，患者及家属非常感激许海
玲，在出院时给许海玲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医术精
湛，医德高尚”8个大字。这既是对许海玲工作的褒奖，也是
对她的鼓励和鞭策。

连续3年被评为医院服务标兵的许海玲说：“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将再接再厉，不断磨炼自己，恪尽职守。为了抢救患
者，我确保随叫随到。我甘愿做一支默默燃烧的蜡烛，燃烧自
己，照亮别人！”

日前，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第三届“感动
国寿——赓续红色血脉的奋斗者”先
进 事 迹 报 告 会 在 河 南 省 郑 州 市 举
办。此次报告会通过视频会议方式
召开，中国人寿党委班子成员，全体
干部员工在主会场和各地分会场同

步参会（如图）。
据了解，第三届“感动国寿——赓

续红色血脉的奋斗者”评选活动是中
国人寿以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建设为
载体，通过系统各级党委自下而上层
层推荐、网络投票、评委评审、考察认
定、党委审定等科学严谨的程序，评选

出的先进人物。他们集中展现了国寿
人向上为善、大爱无疆、诚实守信、怀
真抱朴的奋斗精神，以忠诚、干净、担
当的实际行动，奋力书写新时代报国
的壮美诗篇。

据悉，在第三届“感动国寿——赓
续红色血脉的奋斗者”评选活动中，有
闻令而动的“逆行勇士”、有点亮人心的

“暖心使者”、有满腔热血的“扶贫先
锋”、有爱岗敬业的“巾帼标兵”、有勇于
作为的“担当战将”，也有专业致胜的精
英团队、身残志坚的自强模范、敢拼敢
闯的“90后”，以及默默耕耘的科创中坚
和革故鼎新的国寿智库。据了解，本次
宣讲活动的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分别
由 4 名国寿奋斗者代表以及中国人寿
河南省分公司“抗洪先锋”代表组成。

在报告会上，中国人寿“感动国
寿——赓续红色血脉的奋斗者”先进
事迹报告团成员：中国人寿河北省丰
润支公司的“巾帼标兵”陈晨、中国人
寿湖南省长沙市分公司的“担当战
将”黄明高、中国人寿重庆市秀山支
公司的“暖心使者”谢秀荣、中国人寿
浙江省杭州市分公司的“有为青年”
王梓熙、中国人寿河南省新乡卫辉支

公司的“抗洪先锋”杨承义分别作了
专题报告。

中国人寿寿险公司党委委员、监事
长贾玉增在现场参会时指出，报告团成
员身上所凝聚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精神信念，是“为民服务，奋发向
上”的国寿品格，是“砥砺前行，争取光
荣”的国寿力量。他们的事迹可学可
做，他们的精神可追可及。这些精神、
品格和力量，是中国人寿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是克服艰难险阻，实现重振国
寿奋斗目标的强大动力。

据参加报告会的一名工作人员介
绍，听了报告团成员的专题报告后，他
被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个个生动而鲜
活的故事所感动。在报告会上，他们激
情迸发、豪情满怀的讲述，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阵阵掌声。事实上，他们都是中
国人寿系统基层员工的代表和缩影，是
国寿事业的推动者，是“成己为人，成人
达己”文化理念的传承者，更是国寿精
神文明建设的示范者。他们或充满爱
心、无私奉献，或笑对磨难、敬业爱司，
或锐意进取、敢为人先，他们的先进事
迹在系统内广为传播。

会议指出，全系统干部员工要坚定

理想信念，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落实在
经营管理、服务客户的实际行动上，把
公司建设成为党和人民可信赖的依靠
力量；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把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公司改革发展
的各项工作中；要扎实开展好“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围绕广大客户和
基层一线“急、难、愁、盼”问题，多做为
民、惠民、便民的实事和好事；要围绕人
民群众多元化保险需求，提升保险供给
和服务水平；要坚持实干担当，始终保
持奋斗者的状态，勇于进取、勇挑重担、
勇克难关，提升实干担当的能力，加快
推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不忘党的初心，牢记国寿使命。下
一步，中国人寿“感动国寿——赓续红
色血脉的奋斗者”先进事迹报告团将
通过开展巡讲活动，大力传承红色基
因，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传递基层情
怀，在全系统掀起宣传先进、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的热潮，使先进人物身上
的精神品质在全系统生根、开花、结
果，激励引领系统广大干部员工，从百
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扛起
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服务国家发展
大局，守护人民美好生活，走好中国人
寿特色发展道路，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

第三届“感动国寿”先进事迹报告团
走进中国人寿河南省分公司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刘富安 菲 菲 文/图

一名患者来卫生室复诊，
对我说：“你开这种药，我服用
后，不觉得胸口难受，头痛也
减轻了。”听到这番话，我想到
一周前，这名患者来复诊时，
大声说：“我的病，一般医生看
不好，多数医生开的药，我吃
过后，病情会加重，像天麻钩
藤饮、血府逐瘀汤等，服药后，
我感觉更难受。其中，我只有
服用中医专家李发枝开的药，
胸口才不难受.……”通过这番
话，我知道他是一个中医爱好
者，且久病不愈。我心想：“困
难越大，才显英雄本色。”我开
玩笑地说，李发枝是我们的老
乡，又是我老师的老师，我借李
发枝老师的灵感开药方，你服
药后，观察效果吧！我担心患
者服药后产生不适感，就开了5
剂药。处方如下：麻黄 6 克，附
子 6 克，细辛 3 克，吴茱萸 5 克，
党参 15 克，白芍 30 克，甘草 10
克，牡蛎40克，川芎15克，桔梗
10 克，薄荷 6 克，生石膏 30 克，
干姜3克，大枣6枚。

对于这名患者的病情，我
经过分析，考虑为久病不愈，吃
药后时常感到胸口难受，以致
对中医的信任度降低，还产生
了焦虑情绪。我想，应先让患
者的心情愉快起来，恢复到平
常心的状态；疾病千变万化，应
遵循治病规律，用药规则。该
患者的面部暗黄不红，非肝阳
上亢；精神不振，足踝部怕冷，
阳气不足；阴寒内盛，结合头
痛，首选温经通络方药，比如麻
黄附子细辛汤、吴茱萸汤；患者
的咽部有火热感，口干口苦，出现阳热证，上面两
方属于热性，怎么办呢？配合四味芍药汤、川芎易
丹参，可起到敛阴清热的作用。因担心麻黄附子
细辛汤、吴茱萸汤过于辛燥，咽喉火热感又太难
受，我又加了桔梗（利咽解毒）、薄荷（清头目、利咽
喉）、生石膏几味药。

两周后，这名患者来复诊时，微笑着告诉我：
“我服用你开的药，病情好多啦！”当时，我心想：
“越是复杂的疾病，患者和医生越要保持一种平常
的心态，只有这样，才会取得预期效果。”

不知不觉之间，我在村卫生室工作已有 27
年。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在日常诊疗过程中，我有
几点体会：

一是在卫生室工作，责任重大，无论轻病重
病，患者首诊多选择卫生室。能治或不能治，作为
乡村医生要有相对准确的分析与诊断，严格按照

“小病善治、大病善识、急病善转、慢病善管”的原则
治疗疾病。比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等，要及
时、准确加以鉴别，并积极采取急救措施，这是对一
位医生的基本要求。

二是关于医德修养，基层医生工作琐碎、繁
重，心理压力较大，有时会控制不住情绪。我的体
会是真诚地把患者当成家人，对患者热情周到，用
心为患者治病；多解释、勤沟通，患者高兴了，医生
也开心。医生的医德修养高，有利于患者康复，也
有利于医生治病救人。

三是作为一名乡村医生，不仅要有高尚的医
德，还要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首先，
需要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兼修。其次，不仅能够
治疗常见病、多发病，还要想方设法治疗疑难疾
病。其实，临床实践是理论联系实践的“主战
场”。研读医学书籍再临证，临证再读书，如此循
环不止，只要我们踏实努力，平凡的事，也能干出
不平凡的成绩。

四是救死扶伤，心怀天下。基层医生不仅要
在医术上寻求突破，还要毫无保留地分享诊疗经
验。只有这样，才能造福更多患者。

最后，我想说：“我们是医疗卫生事业的网底，
我们要把这个网底织牢、织好！”

（作者供职于偃师市高龙镇石牛村集体卫
生室）

从“输血”到“造血”

为基层留下“带不走”的技术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曹天顺 苏 楠

我作为河南省的定向医学生，接受规
范化培训后，如约回到家乡工作。

我刚来到济源示范区王屋卫生院工
作时，有一些失落，无论是医疗环境还是
医疗设备等，这里都与省级三级甲等医院
有一定差距。院长看出了我的心思，便主
动与我沟通，微笑着说：“年轻人，基层工
作不好开展。但是，你只要有毅力，就会
感觉基层工作好干，且很有意义。”在院长
的大力支持下，我很快有了新的诊室、办
公桌、电脑等。

入职一周，我发现卫生院没有公众平
台，在新媒体时代，这无疑是发展中的“短
板”。于是，我主动向院长请缨，希望创建
卫生院公众平台。在院长的大力支持下，
济源示范区王屋卫生院公众号很快建立
了。在半年内，我积极通过该平台发表文
章 20多篇，其中包含健康帮扶、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儿童及老年人免费体检、预防
接种等内容。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尤其是
提高基层群众的健康意识和素养，是健康
帮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同事的大力支
持下，我很快签约了两个村庄，其中普通
群众近300人。自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以来，我不畏酷暑严寒，每逢下班时间，就
到村民家中，宣传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
性病知识，并免费送药、讲解基层医疗惠
民政策等，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

今年，出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由
于卫生院医务人员数量有限，防疫工作琐
碎繁杂，我始终坚持在抗疫一线，且身兼

多“职”，不仅值守发热门诊，下班以后还在普通门诊和病
房值班。考虑到基层群众和医务人员防护知识相对缺乏，
有关操作及防护流程不太规范，我凭借在培训时学的知识
和技术，对同事进行穿脱防护服、保持手部卫生、佩戴口罩
等规范化培训。

坚守在发热门诊，时刻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肩上的
责任和心理压力确实很大。可是，面对困难，我选择迎难
而上。随着发热门诊设立及完善，每天早晨，我坚守在工
作岗位上，积极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辖区集中留观站，合
理调配医务人员，保证返乡人员集中隔离；适时调配发热
门诊和预检分诊人员24小时坚守一线，不敢有一丝疏漏。
我们就这样坚守着，直至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状态。

我们做一件事情，需要有坚定的信念，并为之付出艰辛
和努力，这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我将在这条
道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以做一名全科医生为荣。

（作者供职于济源示范区王屋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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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

“许医生为了救人拼过命！”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任雅彬 汤雅静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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