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在武陟县一家企业内，武陟县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 2025
年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主动监测工
作。该中心工作人员在开展监测工作的同
时，还对监测企业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素辨
识的技术指导，帮助企业职工辨识高温、噪
声、苯系物、电焊烟尘、锰系物、射线等 10 余
种职业病危害因素。截至目前，他们已完成
28 家企业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动监测工
作。

王正勋 侯林峰 柴明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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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医院”把健康送到家
□李伟强

在豫西深山区的卢氏县，80%的区
域被山区覆盖，偏远山村的群众长期面
临“看病远、看病难”的困境。2024年6
月启动的“行走的医院”健康180项目，
以一系列“小切口”微改革，带来了乡
村医疗服务的大变化，为乡村医疗服务
创新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

“行走的医院”健康 180 项目让医
疗资源“动起来”，成功破解群众“看病
远”的难题。以往，卢氏县偏远山村的
群众面对大病小灾只能“望山兴叹”；
如今，“行走的医院”一键呼叫系统和
乡村医生配备的全科助诊包、健康巡诊
车，让医疗服务主动走进山村、深入农
户，其医疗资源的高效流动，是生命与
时间赛跑的胜利，更是乡村医疗服务从

“被动等待”到“主动出击”的重大转
变。

同时，该项目聚焦“看病难”难题，
打破信息壁垒，推动优质医疗服务“动

起来”。通过搭建远程诊疗平台，山区
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国内专家的专
业诊疗服务。优质医疗资源跨越空间
限制，精准抵达山区百姓身边，极大提
升了乡村医疗服务的质量，让偏远地区
的村民也能享有高水平的医疗保障。

“行走的医院”健康 180 项目如温
暖强劲的春风，迅速吹遍河南众多市
县。唐河县在县委、县政府的统筹推
动下，全力推进项目落地，通过下沉优
质医疗资源，积极构建基层就医新模
式，切实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让便捷医疗惠及每一位百姓；新野县
通过“行走的医院”健康 180 项目全科
医生助诊包的发放及培训，显著提升
村卫生室诊疗水平，实现“小病不出
村”，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解决常见
病症，免去奔波之苦；荥阳市为乡村
医生配备了包含心电图检测、超声检
测等 30 余项检查检测设备的助诊包，

依托“优才计划”提供设备使用及常见
病诊治培训视频，同时建立远程会诊
中心，邀请北京、上海等地专家会诊，
多管齐下，有效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农村偏远地
区。

“行走的医院”健康 180 项目是医
疗服务模式的大胆创新与积极探索。
它打破了地域与信息的双重壁垒，有效
整合了各级医疗资源，让优质医疗服务
跨越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为乡村
医疗事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老人家，放血能泄热，您会舒
服些。”在商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
科病区，麦冬燕俯身观察一位老人
的舌苔，随即取出一枚三棱针，在
老人指尖稳准点刺放血。几日后，
这位多日高热不退的老人竟提前
康复出院——这只是麦冬燕运用
中医外治法治疗流感患者的寻常
一例。

商城县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
任麦冬燕是河南省、信阳市、商
城县三级人大代表。她诊室的墙
上 挂 满 了 锦 旗 ，其 中 一 面 写 着

“小小针刀除顽疾，仁心仁术胜
华佗”。这背后，是她 16 年如一
日对“康复一人，幸福全家”信念
的躬身实践。

“麦主任，我这手还能拿稳
粉笔吗？”2021 年秋季的一天，教
师李琳（化名）因双手拇指屈伸
困难、疼痛难忍找到麦冬燕。这
是典型的屈指肌狭窄性腱鞘炎，
俗称“扳机指”。按传统治疗方
案，患者需要接受开刀手术，术
后需要固定拇指两周。麦冬燕
却取出一枚 0.8 毫米宽的针刀，
对李琳说：“我今天给你做完针

刀治疗，明天你就能试着握笔。”
在超声引导下精准定位，针

尖轻巧刺入增厚的鞘韧带。短短
几分钟操作，李琳手指的滞涩感
奇迹般消失。次日，李琳已经能
在黑板上流畅书写。

针刀虽小，却是传统针灸与
西医解剖的智慧融合。麦冬燕的
技术并非一日之功。从江苏省中
医院的进修课堂，到全国小针刀
高级研修班的操作台；从河南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交流现场，
到洛阳正骨医院的观摩室——她
的学习足迹遍布省内外。正是这
种执着，让针刀疗法在商城县生
根 发 芽 ，成 为 替 代 外 科 手 术 的

“利器”，惠及数千名关节疼痛患
者。

从车库走出的重点专科

2015 年，商城县中医院决定
组建针灸康复科，任命麦冬燕为
科室带头人。没有现成的场地，
没有成熟的团队，只有 4 张年轻
而迷茫的面孔。面对困境，麦冬
燕将目光投向医院角落的闲置车
库。

“当时真像‘创业’。”科室的
一名医生回忆，“麦主任带着我
们清理车库，勘测现场，按照标
准化康复中心的要求去设置，划
分治疗和接诊区域。初步设想好
的蓝图遭到各种质疑，麦主任不
气馁，多次与上级领导沟通，寻
找解决方案，最终获得县委、卫
生健康部门和医院的大力支持，
得以尽快把针灸康复规范化治疗
带给群众，让县域居民足不出户
享受省级标准化治疗。”

硬件匮乏，麦冬燕就带领团
队靠技术突围。如何让火针的温
热穿透病灶？怎样找到穴位注射
的最佳角度？物理治疗如何与经
络理论结合……每一个罐印的位
置，每一针的深浅，她都手把手
指导。

现如今，商城县中医院针灸
康复科已壮大为 30 余人的专业
团队，年接诊患者超 2 万人次。
随着康复机器人、肌骨超声等先
进设备的投入使用，以及臭氧治
疗、星状神经节阻滞等技术的引
入，该科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影响
力，成功创建为商城县首个“信

阳市中医重点专科”，连续 3 年蝉
联医院综合考评榜首。

培训基层医务人员超千人

“麦老师冒大雨来村里，裤腿
全 是 泥 ，就 为 教 我 一 个 拔 罐 手
法。”商城县余集乡乡村医生张
德成提起 2015 年的场景，不由感
叹。那一年，麦冬燕积极响应县
卫生健康部门“一村一理疗员”
计划，一步一个脚印，让中医药
适宜技术扎根每个村落。

麦冬燕向记者展示了她的培
训日程：2011 年~2013 年，为全县
21 所乡镇卫生院的 42 名医生脱
产培训 2 周，分批轮训 870 名乡村
医生；2014 年~2016 年，走遍全县
379 个行政村，确保每村至少有
一名掌握理疗技术的乡村医生；
2016 年至今，为乡镇卫生院开设

“每周一课”，结合临床带教，协
助各乡镇建成 21 个标准化中医
馆。

达权店卫生院中医馆负责人
董训德说：“麦主任不仅教技术，
还帮我们设计诊疗流程。现在，
我们中医馆内 80%的患者通过理

疗、拔罐就能解决病痛，让乡亲
们看病少跑几十公里山路。”

16 年来，麦冬燕培训基层医
务人员超千人，组织下乡义诊 56
场，惠及群众 1.2 万余人次。

银针下的民生温度

作为人大代表，麦冬燕的履
职始终与银针同频共振。诊室
里 的 患 者 心 声 ，化 为 她 议 案 里
鲜活的民生关切：“关于加强基
层中医馆建设的建议”“关于提
高 中 医 治 疗 报 销 比 例 、减 轻 老
百姓中医治疗负担的建议”……
她 的 付 出 赢 得 广 泛 回 响 ，患 者
满意度连续 5 年超 98%；2022 年
被河南省总工会授予河南省五
一 劳 动 奖 章 ；2023 年《信 阳 日
报》以《杏 林 先 锋》为 题 整 版 报
道其事迹。

“针尖虽小，能通经脉；医者
虽微，可守万家安康。”麦冬燕，
这位用银针书写春秋的中医人，
始终将“康复一人，幸福全家”的
朴素信念熔铸于针尖——那针尖
划过的轨迹，恰是一名基层医者
献给时代的担当答卷。

麦冬燕：

一位基层中医的“针尖”使命
本报记者 张 琦 王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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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一老一小”健康防线
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综合报道 （河南日报

记者李晓敏）7 月 21 日至 22 日，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张敏在郑
州调研“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开
展情况。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口工作的
重要论述，以更高标准、更优质量
推进“一老一小”健康服务工作，
为我省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张敏来到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和二七区福华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深入了解老年医学学科建
设和医养结合机构运营情况。她
指出，医养结合是贯彻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是落实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务实举措，要着
力推进医养结合机构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进一步提升老年健康服务
质量。

在河南省儿童医院，张敏实地

查看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为儿童提供全方面、全周期的
健康保障。在郑东新区如意湖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张敏详细了解儿
童健康“五小”专项行动开展情况，
要求在部门联动、医校合作、社会
共治的工作模式下，优化儿童健康

“预、筛、管、治、康”一体化服务链
条，有效控制并改善儿童重点健康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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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
娟 通讯员韩少坤）大
气道梗阻，生死常在分
秒之间。近日，河南省
胸科医院呼吸内镜中心
主任王振静带领团队，
携手麻醉科、胸外科等
多学科专家，为一名罕
见大气道副神经节瘤患
者实施手术，顺利切除
这一深埋在气管中的

“定时炸弹”。
日前，28 岁的王先

生 总 是 失 眠 ，半 夜 易
醒，但没有咳嗽、胸痛
等明显症状。他来到
河南省胸科医院进行
检查。胸部 CT（计算
机层析成像）检查结果
显 示 ，在 他 的 气 管 下
段，临近生命气息分流
的“十字路口”（隆突），
隐 藏 着 一 个 约 18 毫
米×17 毫米×28 毫米
的不规则巨大结节，几
乎完全堵塞了呼吸要
道。门诊医务人员当
即以“气管肿瘤”将王
先生收治入院。

入院后，王振静为
患者进一步行气管镜
探查，结果令人心惊：
气管中下段被结节样
新生物近乎完全堵塞，
留给呼吸的通道仅剩
一丝缝隙。更严峻的
是 ，肿 瘤 下 缘 紧 贴 隆
突，这个掌管双肺气流
分配的“关键枢纽”一
旦 受 损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王 振 静 团 队 先 在
气管镜下为患者进行
肿瘤病检，病理诊断揭晓了谜底——副神经节
瘤。据了解，这是一种极其罕见、富含血管、随时
可能引发致命性大出血的气管原发性神经内分
泌肿瘤，如同深埋在气管中的“定时炸弹”。

面对如此棘手的病例，王振静团队迅速确定
治疗方案。在硬质支气管镜建立的安全通道下，
麻醉团队实施了精准的全身麻醉与通气管理；随
后，王振静团队又灵活运用高频电圈套器巧妙圈
套肿瘤主体并逐块电切，再以活检钳和冷冻探针
细致清理残余。对于富含血管的肿瘤基底，使用
氩气刀有效凝固止血。胸外科团队全程严阵以
待，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大出血或气道崩塌等危
机。最终，在多学科的护航下，手术顺利完成。
术后，王先生恢复良好，困扰他的“定时炸弹”被
彻底排除，呼吸重归顺畅。

王振静介绍，气管原发性副神经节瘤本就稀
少，如此巨大且完全阻塞管腔、位置紧贴隆突的
病例更是罕见。在此次手术中，硬质支气管镜的
应用是核心技术，它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操作通
道、稳固的支撑和可靠的呼吸保障；高频电切、冷
冻等多种内镜介入技术都成为化解极高手术风
险、保障患者安全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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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丁 玲
通 讯 员 刘 晓 瑞）7 月 17

日，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
斯亚贝巴在雨后初霁的清
新中，迎来了一场特殊的
盛会。提露内丝—北京医
院 内 ，鲜 花 环 绕 、青 草 铺
地，空气中弥漫着埃塞俄
比亚咖啡特有的醇香。这
里正为第 26 批援埃塞俄比
亚中国医疗队举行一场热
烈且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
欢迎仪式。

此次欢迎仪式由医疗
队联络官尼格斯与医疗队
翻译宋文刚共同主持。首
先由提露内丝—北京医院
首席执行官埃舍图致欢迎
词。埃舍图对新一批医疗
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并高度赞扬中国医疗队跨
越重洋、舍家为国的奉献
精神，指出医疗队的无私
援助不仅治愈病痛，更为
当地民众带来了希望的曙
光。

第 26 批援埃塞俄比亚
中国医疗队队长李文对提
露内丝—北京医院表示感
谢。他特别提到，本批队
员中有两位“老埃塞”，这
体现了中国和埃塞俄比亚
医疗合作的延续性。医疗
队全体队员将充分发挥专
业优势，助力医院提升诊
疗水平，为当地群众提供
高质量医疗服务，为深化
两国传统友谊贡献力量。

随着伴奏音乐的律动，大家品着埃塞俄比亚
的咖啡，尝着当地蛋糕、传统面包，畅叙合作愿
景，携手谋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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