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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神经外科二病区的
走廊里，消毒水特有的清冽
气息和午后的阳光奇妙地
交融着。18 床的浅黄色条
纹床帘被拉开一角，王女士
半靠在摇起的床头上，正笑
望着站在窗边的丈夫李先
生，她眼角的皱纹里盛满温
柔。李先生的手里攥着一
支黑色的电子吹管，手指有
节奏地在金属扶手上轻轻
地 敲 击 着 ，他 的 喉 结 滚 动
着，咽了口唾沫，神情既紧

张又庄重……
谁能想到，3 个月前，这

里还是另一番模样。那时，
急诊室平车的轮子在走廊里
发出刺耳的摩擦声，王女士
被推进来的那一刻，额角上
的血正透过层层纱布，在洁
白的被单上晕开一片触目惊
心的红。李先生跟在后面，
手里的 CT（计算机层析成
像）片被捏得卷了边。他抓
着护士的手迟迟不肯放开，
不断地哀求着：“你们一定要
救救她啊！”

那 段 日 子 里 ，心 电 监
护仪滴滴答答的声音从未
停 歇 ，仿 佛 在 计 算 王 女 士
与 死 神 角 力 的 分 分 秒 秒 。
每天清晨 7 时，护士们开始
交 接 班 ，总 能 看 到 李 先 生
端着保温杯的身影。他舀
起 一 勺 温 水 ，自 己 先 轻 轻
吹，再小心试过温度，确认
不 烫 了 ，才 温 柔 地 喂 给 王
女士。护士们也无微不至
地照料着王女士。在为王
女 士 翻 身 叩 背 时 ，两 个 护
士配合默契——一人稳稳
托 住 肩 背 ，一 人 轻 柔 扶 住
双腿，动作轻盈。翻过身，
空 心 拳 便 从 下 至 上 、由 外
及内叩击背部，力道精准，
既 助 痰 液 松 动 排 出 ，又 避
免带来疼痛。李先生经常
在 一 旁 专 注 地 观 看 着 ，并
不自觉跟着比画。护士们

见了便笑着指点：“叔，手
腕发力，空心拳，节奏放慢
点，效果才好。”

深夜查房，护士们常能
看到李先生的身影。他或伏
在床边浅眠，臂下枕着叠好
的外套，或坐在折叠椅上，双
手无意识地反复搓动，眼睛
一眨不眨地盯着妻子的脸。
一次，护士小李借着监护仪
的微光更换药液，忽然听到
李先生对着沉睡的王女士低
语：“等你好了，我就把这电
子吹管练熟，吹你最爱听的

《女儿情》……”
王女士苏醒那日，正值

周三清晨。后来的日子里，
王女士加速康复，就像一株
春苗在暖土里拔节。起初，
得两个护士托着背、扶着腿
她才能翻身，后来家人搀着
她便能坐稳了，还能跟李先

生说上几句囫囵话。如今，
她能扶着墙慢慢挪步，一步
一晃地在病房里走个来回。
她迈出的每一步，都浸透着
医生精准用药的智慧与护士
日夜守护的汗水。而李先生
始终如同一棵站立在风雨中
的大树，沉默而坚定地守护
着妻子。

这天下午，阳光正好爬
到 18 床的床脚，李先生特意
邀请医务人员来到病房。他
把电子吹管举到唇边时，指
尖还在微微发颤。当《女儿
情》的旋律悠悠响起时，王女
士跟着旋律轻轻哼，泪水滚
落，却笑得比阳光还灿烂；护
士们站在门口，手里的治疗
盘都忘了放下。

曲终时，李先生放下电
子吹管，然后从随身携带的
布包里拿出一样东西——一

面红绸金字的锦旗，上面“医
德高尚暖人心，医术精湛传
四方”14 个字被他粗糙的指
腹一遍遍地摩挲着。他双手
捧着，递给护士，声音哽咽：

“我嘴笨，不会说那些好听
的，就想吹首曲子，再送面锦
旗，谢谢你们……把她还给
了我。”

医务人员都知道，这面
锦旗和这段旋律，承载的不
只是感谢，还有在仪器的滴
答声里熬过的长夜，用小勺
喂水时吹过的热气，“等你
好 了 ”的 殷 切 盼 头 …… 此
后，在这病房里，每当有人
想起那首曲子，脚步总会不
自觉地放轻——他们比谁
都清楚，白大褂口袋里装着
的不只是听诊器与针管，更
是一个个家庭失而复得的
春天。

生命的回响：病房里光与爱的奏鸣
通讯员 张利利

科室简介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创
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现为河南省重点学
科、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神经外科二病
区是以脑血管病、颅底肿瘤、神经内镜及功
能神经外科等亚专业为主要特色的病区。
科室有主任医师3人、副主任医师3人，博
士研究生1人、硕士研究生12人，硕士研究
生导师3人。多次派人到加拿大多伦多总
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首都医科大学三博
脑科医院进修学习，发表 SCI（《科学引文
索引》）及核心论文数十篇，目前承担河南
省科技攻关项目5项。护理团队在危重患
者的护理方面有着丰富经验。全科医务人
员以“博采集思，德先粹术，温仁惠济，励志
传承”为理念，全心全意服务患者。

遗失声明

河南省卫生信息学会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
证 书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10000058779432U，编号：豫民社证字第01255
号，代码：058779432，有效期：有效期至2026年5
月7日）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新安县构建“县—乡—村”
一体化胸痛救治网络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游新苗 郭 靖）7月24日，记者
从新安县人民医院（新安县医共体
总医院）获悉，截至目前，该县12家
胸痛救治单元已累计完成急性心
肌梗死静脉溶栓治疗26例。新安
县构建的“县—乡—村”一体化胸
痛救治网络，为急性胸痛患者建立
了高效便捷的“黄金救治圈”。

作为区域心血管疾病救治的
“核心引擎”，自2021年8月建成标
准版胸痛中心以来，新安县人民医
院始终以“快速诊断，及时救治”为
目标，进一步将救治触角延伸至基
层，推动12家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医
疗机构全部通过胸痛救治单元验
收，实现“家门口的胸痛急救”。
2023年，新安县率先在洛阳市实现

县域内12家胸痛救治单元全覆盖，
之后52家村级胸痛救治哨点成功
通过验收。

记者了解到，新安县基层胸痛
救治单元取得成功溶栓26例的成
绩，主要归功于3个方面：一是同质
化培训，通过“理论+模拟演练”模
式，确保每家单元医务人员熟练掌
握溶栓适应证及操作流程；二是24

小时联动机制，医共体总医院专家
团队全天24小时实时远程指导，提
供“一键启动”支持；三是精准分级
救治，对距离医共体总医院车程不
足10分钟的胸痛救治单元（城关镇
卫生院）优化直达转运流程，避免
延误治疗，其余11家单元均能独立
开展溶栓治疗，有效填补了偏远地
区救治空白。

下一步，新安县人民医院将继
续以技术为盾、以责任为矛，持续
深化“胸痛中心—胸痛救治单元—
胸痛救治哨点”三级网络建设，进
一步扩大心电一张网覆盖范围，
全力打造“30 分钟胸痛救治圈”，
为健康中国行动贡献基层实践样
板，为护佑群众心血管健康不懈
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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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
牛航宁）7月24日，漯河市卫生健康
委、市妇幼保健院、市科技馆联合开
展漯河市“五小”（“小胖墩”“小眼
镜”“小星星”“小骨干”“小蛀牙”）专
项行动。

在此次活动中，儿童保健科、儿
童康复科、眼科、口腔科、心理卫生
科专家提供“筛查—诊断—干预—
科普”全流程服务，为到场的儿童进
行免费健康检查，实现“政府搭台、
科技赋能、医院主导、群众受益”的
共赢目标。

在“小眼镜”筛查区域，眼科
专家认真为孩子们检查视力，耐
心地为家长讲解近视防控要点，
并为存在视力异常风险的孩子建
立屈光档案，提供个性化的护眼
建议。在“小骨干”筛查现场，医
务人员利用脊柱侧弯测量尺和先
进的体态测量仪对孩子们进行体
态评估。在“小胖墩”筛查处，医
务人员仔细测量孩子们的身高、
体重，并精准计算 BMI 值（体重指
数），以此判断孩子们的营养状
况。对于存在肥胖或偏瘦问题的
孩子，营养专家们从饮食结构、运
动锻炼等方面入手，给出详尽的
指导方案，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
儿童营养观念。在“小星星”筛查
区域，心理卫生科专家与家长一
起，通过趣味十足的亲子互动小
游戏，观察孩子们的心理行为状
态，助力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
在“小蛀牙”筛查区域，口腔科医
生认真地为孩子们检查口腔，评
估龋齿风险，并给家长科普儿童
口腔日常护理重点。

下一步，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将持续提升儿童健康服务能力
和 水 平 ，不 断 组 织 开 展 公 益 活
动、优化医疗服务，保障儿童健
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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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林莎莎 陈相宇）7 月
22 日，睢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组织开展洪涝灾害卫
生应急桌面推演，全面提
升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处置
能力，保障群众生命健康
安全。

此次演练以睢县匡城
镇发生洪涝灾害，开展灾
后卫生防疫工作为背景，
分别设置了疫情监测组、
现场流调组、饮用水及食
品卫生监测组、采样检测
组 、传 染 病 防 控 组 、消 杀
组、健康教育组、后勤保障
组等，并针对灾后可能发
生的各类状况共设置 16 个
问题，通过主持人现场提
问、各组成员讨论回答的
方式，模拟洪涝灾害卫生
应急的全过程。

此次桌面推演严格遵
循《洪涝灾害卫生应急预
案》，重点检验监测预警、快
速处置、协同联动、群众动
员等4个能力。

下一步，睢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将继续完善各类
应急预案细节，优化应急处
置流程；强化实战演练，将
桌面推演成果转化为实际
操作能力；对应急物资、专
业队伍、技术方案再梳理、
再检查，确保一旦发生灾
情，能第一时间拉得出、用
得上、打得赢。

→7月24日，在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十八
里河派出所，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院医务人员为
民警把脉问诊。当天，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院组
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十八里
河派出所，开展“暖警爱警”义诊活动，为高温下
坚守岗位的民警、辅警送去健康关怀。

李志刚 邱雨桐/摄

本报讯（记者王 平 通讯员付 林）
近日，鹤壁市人民医院肿瘤内二科团队为
一名肝脏及浅表肿瘤患者顺利实施了彩
超引导下微波消融术。

患者李先生因结肠癌肝转移就诊。
肿瘤位于肝门区，这一区域解剖结构复
杂，周围重要脏器和血管密集，传统手术
风险较大。鹤壁市人民医院肿瘤内二科
团队接诊后，详细查阅了李先生的各项检
查报告，结合他的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
估。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医生决定

实施彩超引导下微波消融术。
术前，医生利用彩超对肿瘤进行“侦

查”。通过超声图像，医生掌握了肿瘤的
大小、位置以及血供情况，规划了一条安
全的穿刺路径。

术中，在彩超的实时监控下，微波消
融针准确地穿刺至病灶中心。高频彩超
全程提供实时动态导航。从引导穿刺到
消融针精准抵达病灶，再到能量释放过程
中肿瘤的细微变化，超声图像都能清晰呈
现。手术团队根据图像反馈及时调整操

作，确保治疗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随着微
波能量的释放，肿瘤组织逐渐凝固坏死。

术后第二天，李先生能正常活动。复
查结果显示，病灶已灭活。

鹤壁市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任、肿瘤
内科主任张国政说，彩超引导下微波消融
术的核心优势在于“精准灭瘤”与“微创安
全”的双重保障。该技术适用范围广，涵
盖原发性肝癌、转移性肝肿瘤、浅表淋巴
结转移瘤等多种实体肿瘤，具有创伤小、
恢复快、可重复操作的特点。

鹤壁市人民医院

为肿瘤患者实施彩超引导下微波消融术

十五分钟 开通心梗患者闭塞血管
本报记者 王正勋 通讯员 郑雅文 任怀江

“没有温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
的生死竞速，我早就没命了！”日
前，在温县人民医院心内科病区，
即将康复出院的武陟县大封镇寨
上村村民张老先生感慨地说。

时间回到7月10日。当天8时
38分，持续胸痛、胸闷5天后，张老
先生症状加重，遂到村卫生室就
诊。刚坐下来，他便一头栽倒在
地。

“是心肌梗死！”乡村医生邱艳
花迅速识别心肌梗死征兆，果断给

予速效救心丸，然后一边拨打温县
人民医院急救电话，一边争分夺秒
地进行心肺复苏。

邱艳花能迅速反应，得益于
温县人民医院“胸痛救治网络”向
基层延伸，积极开展“胸痛救治单
元”建设与基层培训。多年来，该
院胸痛中心专家团队坚持每月深
入全县及周边县域乡村，通过系
统化培训、实战演练与长期指导，
显著提升基层“守门人”对高危胸
痛的早期识别与应急处置能力，

真正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
里”。

六七分钟后，温县人民医院的
救护车呼啸而至。随车医生侯庆
元飞身下车，无缝接力按压。1下，
2 下……30 下……心电图显示室
颤。“准备电除颤！”侯庆元当机立
断，在护士的配合下，第一时间进
行电除颤。

“ 快 ！ 有 心 跳 了 ！ 接 着 按
压！”几分钟后，张老先生终于睁
开了眼睛。但两分钟后，张老先

生再次出现室颤。继续心肺复
苏、二次除颤、精准用药……其
间，侯庆元等人严密监测张老先
生的生命体征，定时描记心电图，
与患者家属沟通，进行及时有效
的现场抢救。几分钟后，他们终
于将张老先生从死亡边缘拉了回
来。

转运途中，温县人民医院随
车配备的专业设备——心肺复苏
机派上了用场，确保按压持续有
效。

张老先生抵达温县人民医院
时，该院胸痛中心绿色通道已全
面开启。救护车直达导管室。心
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室副主任杨登
峰带领团队严阵以待。造影检查
显示，心脏前降支近端闭塞。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介入手术
迅速展开，仅用时15分钟，便成功
植入一枚支架，开通了血管。这再
次刷新了温县人民医院救治心肌
梗死患者的纪录。

目前，张老先生已康复出院。

↑7月25日，在卢氏县供电公司，急救人员对职工进
行紧急救护培训。当天，卢氏县120急救指挥中心团队走
进卢氏县供电公司，开展紧急救护培训，切实保障一线电
力员工的人身安全，提升他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朱晓娟 孙雅丽 陈秋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