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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
崔冰心）12月20日，河南省人民医院
平原医院项目正式启动。河南省
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黄玮，新乡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冀剀、新乡市副
市长李瑞霞等 300 余人参加启动仪
式。

据介绍，这所医院由新乡市平原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和河南省人
民医院合作共建，总投资约20亿元，共
设置医疗床位1000张，总建筑面积约
35万平方米。

医院按照“公建、公办、公助”的

原则和“以基本综合医疗为主，以大
专科为主要功能，以医养结合为特
色”的发展方向定位，负责对三级医
院、妇幼保健和康复中心三部分进行
全面托管，突出临床医疗服务、公共
卫生职能，重点以老年医学为特色，
向上联通河南省人民医院，向下联通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最
终建设成为基础设施好、专业学科
强、技术水平高、医疗服务优、设施环
境美的三级甲等医院，成为立足服务
新乡、辐射豫北的临床诊疗、教学、科
研的区域性医疗中心。

医院建成后，纳入新区医疗服
务、公共卫生整体规划，构建社区卫
生服务、卫生应急（包括 120 指挥中
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理中心）、疾
控、妇幼保健、康复等多功能卫生医
疗服务体系，打造服务新乡、辐射豫
北，以临床诊疗、教学、科研等为一体
的区域性医疗中心，为豫北地区百姓
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这也是
河南省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又
一项重大举措，意味着新乡乃至豫北
和周边省份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省会专家的优质诊疗服务。

父亲有智力障碍，孩子智力也不正常，
母亲受不了打击离家出走。在武陟县大封
镇西岩村，宋宜（化名）家是不折不扣的贫困
户。

“屋漏偏逢连阴雨”。2014年冬天，一场
突如其来的大火将年仅12岁的宋宜双腿烧
伤，家中无钱为其医治，导致宋宜右脚踝关
节落下慢性溃疡，连走路都成了难题。

直到今年10月下旬，焦作市第二人民医
院请北京骨科专家为宋宜做了手术，困扰其
3年之久的治疗终于成为现实。若两个月后
恢复良好，宋宜就可以下地走路了。

请专家、手术治疗、用药甚至后期的康
复锻炼，宋宜的家庭不用掏一分钱，所有资
金全部由政府解决。

“真的是赶上了好政策，我们家宜娃（宋
宜）有福气了。”11月15日，记者采访时，宋宜
90多岁的奶奶不停地说。

大封镇共有贫困户 345 户，贫困人口
1470 人，其中 108 户 115 人（截至 11 月 15 日
的数字）因病致贫，其中24名因病致贫人员
和宋宜一样，接受了人工髋关节免费置换。

费用由中华慈善总会承担。一个国家
级慈善总会缘何会和一个镇产生关系？这
其中，多亏了大封镇乃至武陟县慈善扶贫的
探索。

2016年，武陟县开始探索将慈善与扶贫
相结合，借助社会力量对贫困户脱贫进行兜
底救助。当年，武陟县募集资金407万元，用
于贫困户医疗、就业、教育等方面的兜底救
助。

比如，贫困人口患大病除享受基本医
疗、大病保险、民政救助外，个人负担的合规
医疗费仍有困难的，村慈善工作站、乡镇办
事处慈善分会根据实际情况给予1000~5000
元帮扶救助。

今年，作为乡镇办事处慈善分会，大封
镇集资258万元精准实施健康扶贫。如何做
到精准？借助“健康进万家”活动及四级联
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016年4月，武陟县大封镇党委政府牵
头，武陟县卫生计生委协调，联合焦作市第
二人民医院、武陟县人民医院启动了“健康
进万家”活动，即市、县、乡、村四级医疗机
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服务团队，对群众进行
健康体检及健康巡讲活动。目前，该服务团
队已走遍大封镇 32 个行政村，受益人数达
1.7万人。

除了群众受益，大封镇乡、村两级医务
人员也提升了医疗水平。

活动伊始，大封镇政府就与焦作市第二
人民医院、武陟县人民医院签订了医疗服务

协议；同时，镇政府与镇卫生院、镇卫生院与
各村委、各村委与村卫生室也相继签订了医
疗服务责任协议，形成了政府主导、四级联
动、全民参与的健康服务体系。服务协议规
定，市、县医院通过“传、帮、带”强化镇、村医
务人员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诊疗规范培训。

今年，作为“健康进万家”活动的延伸，
大封镇又开展了四级联动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

所谓四级联动，即焦作市第二人民医
院、武陟县人民医院、大封镇卫生院、各村卫
生室组成6个服务团队，负责全镇32个行政
村村民的健康服务工作。一个团队有市级
医院专家4人、县级医院专家2人，再加上乡
镇卫生院医生及乡村医生。他们给村民留
下联系方式，村民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专
家。

对于贫困户，大封镇根据115位因病致
贫人员的不同病情及家庭其他成员健康状
况，实行“一人一
定制”医疗方案，
并联系焦作市第
二人民医院专家
指导，确保治疗效
果，从源头上减少
因病返贫问题。

和宋宜同村的老先生苗喜（化名）今年
54岁，至今未婚，骨折两次手术后又遭遇钢
板断裂，导致其活动受限，生活由其90岁的
老母亲照顾，经济特别困难。

针对这种情况，大封镇干部迅速为苗喜
办理了“慢病证”“低保卡”；根据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李富梅带
领专家组走进苗喜家中，现场对其病情进行
了专业评估，并免除了其在该院实施“胫腓
骨重新复位植骨+内固定手术”的 3 万元医
疗费。术后，苗喜回到家中进行康复，乡村
医生和卫生院的包村医生多次到其家中复
查。

事实上，在后期康复中有任何问题，
宋宜、苗喜都可以直接给焦作市第二人民
医院签约家庭医生打电话，若联系几次签
约家庭医生都不接，可以直接投诉。这是
武陟县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最基本要
求。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
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
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本报讯（通讯员段桂洪）12 月 23 日，
河南省医院协会结核病防治管理分会成
立。在随后举办的结核病防治管理论坛
上，一批结核病防治专家为大家进行了专
业知识分享。

据了解，成立河南省医院协会结核病
防治管理分会，旨在进一步加强全省结核
病防治体系建设，搭建结核病防治工作人
员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夯实结核病防治
工作，为结核病防治事业提供更多思路和

方法。作为主任委员单位，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也是河南省结核病医院所在
地。2017年，在中国医院科技影响力排行
榜中，该院结核病学排在全国第二十位。

河南省结核病医院作为新乡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的第二个名称，其前身为河南
省干部疗养院，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
始治疗结核病，是河南省最早开展专业
治疗结核病的医院，成立至今，已治疗结
核病患者 100 余万人次，对难治性肺结

核、难治性胸膜炎、复发结脑等疑难病症
的治疗及肺部疾病的治疗都有着比较成
熟的经验，部分专业技术位居省内、国内
先进水平。

结核病防治管理论坛的成功举办，
为从事结核病防治专业的医师及专家们
提供了良好的学习与合作交流平台，使
他们开阔了眼界，提升了专业水平，为他
们今后开展临床工作和管理工作提供了
很大帮助。

本报讯（记者张 琦 通讯员孙立群 赵
海运）河南省护理学会积极筹备与策划，全国
首届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授课比赛——河南
省赛区总决赛近日拉开帷幕。经过层层筛
选，来自全省各地的37组赛场亮剑，争夺进入
全国复赛的机会。

“《手术室护理实践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自2014年发布第一版以来，凝聚了诸多
手术室护理人的智慧，是传承也是创新。作
为规范与标准，《指南》是手术室护理工作的
指南针，是手术室护理工作的引路灯，更是手
术室护理工作的准绳，具有重大意义。”河南
省护理学会手术室专业委员会主委张增梅

说，希望通过此次比赛，促进《指南》的推广与
实践，推进手术室护理专业的规范化、创新化
发展，满足全国人民的健康需求。

本次比赛严格遵守公平、公正、公开的基
本原则，对评委们进行了统一的评分标准培
训。比赛采用“选手抽签编号，不透露医院信
息”的随机双盲赛制，按照中华护理学会下发
的比赛评分标准，对每位选手进行严格打分，
努力为参赛选手营造和谐、和睦、和善的氛
围。在比赛现场，选手们热情洋溢，采用多元
化的授课形式，如多媒体、现场示范、情景模
拟、视频播放、互动小游戏等，分别从手术体
位、电外科安全、手术隔离技术、手术物品清

点、患者安全管理等方面，对比赛内容进行了
精彩纷呈的讲解。

通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获
得一等奖；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郑州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获得二等奖；信阳市中心医院、洛阳
市中心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解放军第153
中心医院、济源市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周口市中心医院获得三等
奖。其中，获得一等奖的 3 组选手将代表河
南省参加全国总决赛。

在闭幕式上，河南省护理学会手术室专
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李育红说，此次比赛
加强了各家医院之间的交流与学习。河南省
护理学会手术室专业委员会紧跟中华护理学
会手术室专业委员会的步伐，牢记使命，不忘
初心、砥砺前行，再创佳绩，为广大人民的健
康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史 尧）12月21
日，河南省卫生计生委举办省直干
部保健健康教育专家培训班，就做
好省直干部保健健康教育工作暨
成立省直干部保健健康教育专家
组等有关事宜进行安排部署。省
卫生计生委党组成员、保健局局长
张智民出席会议并就做好省直干
部保健健康教育工作提出明确要
求。

专家组由20家医疗卫生机构
的122名专家组成，具体承担省直
保健对象的健康教育、健康咨询及
医学科普工作。

张智民指出，扎实开展省直干
部保健健康教育工作，不仅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形势下
卫生与健康工作“预防为主”方针
和全国、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升新时期保
健工作服务水平和能力的需要。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从事干部保
健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开
展健康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扎扎
实实做好健康教育工作，努力实现
保健工作“上工治未病”的目标。
医院要全力支持、积极改善健康教
育专家的工作条件。专家要充分
准备，认真撰写教案，做到内容科
学，理念先进，形式多样。

平原新区要建一所大医院
总投资约20亿元 设置床位1000张

烧伤3年多，他的诊治有了着落
□常 娟 王正勋 侯林峰

他出身于中医世家，幼承庭训，矢志以仁
心仁术济世救人；他精研脾胃之学，兼治杂
证，学术科研硕果累累；他谦和精诚，扎根基
层，凭疗效赢得患者口碑；他传道授业，弘扬
岐黄，在保障群众健康中尽显中医药的魅
力。他是谁？他就是长垣县蒲西医院主任中
医师张景祖。

在前不久举办的
“健康中原2017年河
南（首届）基层好医
生”评选活动颁奖典
礼上，张景祖被评为
全省“十大基层好医
生”，可谓实至名归。
参加工作32年来，这
位“河南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始终扎
根基层，以渊博的知
识、坦荡的胸怀、高超
的医术、仁慈的心肠

奋战在临床一线，传承着中医药学术及文化
的精髓，守护着基层群众的健康，并成为基层
医生的模范，令人敬佩。

医之志
师承家学，博采众长，仁术济世

张景祖出身于长垣县中医世家，其曾祖

父张清连、三祖父张超然都是当地名医，伯父
张华甫是原安阳市名老中医，四叔张庆瑞是
原开封市名老中医。在如此浓厚的医学家庭
氛围熏陶下，张景祖自幼喜欢中医，并在家人
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医学三字经》《药性赋》

《汤头歌诀》等书籍，真心希望将来也能如同
长辈那样秉承岐黄，悬壶济世。

高中毕业后，张景祖来到安阳地区人民
医院，跟随伯父张华甫伺诊抄方，开启了长
达 8 年的中医学习生涯。他说：“伯父德高
望重，医术精湛，继承了曾祖父和三祖父诊
治疾病的要旨，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医学
学术思想。因此，慕名而来找伯父看病的
患者很多。”12 月 21 日，张景祖告诉记者，
当时伯父张华甫虽然已经年过古稀，但是
他每天除了查房为住院患者诊治疾病外，
还要为前来的外地患者看病，节假日从来
都不休息。伯父的这种敬业精神让张景祖
永志不忘。

尽管工作忙碌，但是张华甫对于张景祖

的要求非常严格。“伯父要求抄写处方和撰写
病历时必须反复核对信息，字体还要工整；为
患者看病时要兼顾患者的痛苦，要有耐心，态
度要和蔼；总结临床经验，撰写文章要内容充
实，有说服力。”张景祖说。

在伯父的严格要求下，张景祖一方面学
习《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
鉴》等经典书籍，另一方面学习伯父诊治疾病
的思路、遣方用药的特色，为以后在中医方面
的颇有建树夯实了基础。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在跟随张华
甫学习3年后，张景祖于1980年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河南中医学徒班（原安阳卫校中医带徒
班）继续深造。有了之前跟随伯父学习的基
础，张景祖在大学期间学习起来如鱼得水，游
刃有余。在节假日和实习期间，张景祖选择
继续回到伯父身边学习。转眼间，5年的大学
生活须臾而过。毕业时，张景祖已经成为小
有名气的青年中医师。

（下转第二版）

这些天，武陟县第二人
民医院重症监护室流传出来
一张照片。照片里的画面很
简单：在阳光斜照的重症监
护室内，机器林立，管子排
列，一个身穿隔离衣，戴着防
护帽和口罩的老先生静静地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老伴儿
（如图）。

拍照的是重症监护室的
护士长刘依。她向我们还原
了当天的情景。这情景体现
了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的人
文关怀。

“闺女，我老伴儿在里面
住院，我想看看她……”12月
15日，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
重症监护室外，一位90岁的
老先生按响了门铃。这位老
先生的老伴儿杨老太太 92
岁，因为冠心病导致心衰，于

12月12日住进重症监护室。虽然在老伴儿住
院的这些天里，老先生的子女都将情况给他说
了，但老先生还是放心不下，专门跑过来探望。

“12月15日，杨阿姨的病情稳定。在其家属
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在探视时间内让老先生走进
重症监护室探望。”刘依说。在医务人员的帮助
下，老人穿上了隔离衣坐到老伴儿的病床前。

“你不要着急，要配合医生治疗，不用担心
我，我在家里很好！”

“这里的‘孩子’都可好，每天都喂我吃饭，
给我翻身、按摩……你放心吧！”

“你要听医生护士的话，也不要总是麻烦
人家，有啥不舒服的跟医生说。”

“我知道，你不用担心我，我觉得好多了。
天这么冷，你咋来的？”

“今天出太阳了，暖和，我骑三轮车来的。”
在20多分钟的探视时间里，两位老人要么

平静地唠家常，要么安静地坐着对视。“我感觉
他们之间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刘依说。

12月17日，杨老太太病情平稳，被转出重
症监护室。

仁医张景祖
本报记者 卜俊成 通讯员 陈兆胜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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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报通知
因元旦假期工作时间调整，12 月 30

日（周六）休刊一期。特此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