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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从古城西安传来消
息，在中国县域卫生杂志社等主
办的第五届中国县域卫生发展论
坛暨第二届全国医联体建设大会
上，巩义市人民医院荣获首届县
域卫生文化百花奖、县域医院管
理制度创新奖、县域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奖3项大奖（如图）。

会议期间，在“资源下沉携手
共进”助力县域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分论坛上，巩义市人民医院院
长乔来军以《人文巩医助力区域
医疗资源共享》为题开展了精彩
演讲。乔来军以“鸡蛋从外打破
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的名言
入题，结合河洛文化的深厚历史
底蕴，分别从发展定位、学科建
设、人文服务、文明创建等多个视
角畅谈了医院建设经验。

“未来，随着国家分级诊疗政
策的进一步实施，县级医院作为承
上启下的中坚力量，将会面临更多
的机遇、压力和挑战。”在乔来军看

来，构筑具有巩义特色的县、乡、村
分级诊疗体系，加强基层群众的慢
性病管理，提升基层医师的服务能
力，就是为了让百姓看得起病、看
得上病、看得好病。

乔来军说，作为县级医院的
院长，要勇于创新、敢于实践，承担
历史和时代赋予医院管理者的责
任和使命。同时，乔来军也道出了
巩义市医共体目前面临的人、财、
物不能统一调配及基层卫生院留
不住人才等亟待解决的问题。

巩义市卫生计生委主任白利
亚在发言中指出，在以“医疗+互
联网”的县域医共体建设中，让“信
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路”，提升患者
就医体验，逐步实现强基固本、大
病不出县的分级诊疗新模式。白
利亚同时表示，会把在此次大会中
所学到的、所看到的全国县域卫生
领域同行们先进的方法和经验带
回去，竭尽全力把巩义市的医共体
建设好，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据了解，近年来，巩义市人民

医院立足于本地百姓的就医需求，
围绕“大病不出县”的目标，通过开
展客座教授制度，邀请省内外专家
长期坐诊、查房、手术、教学，以名
师带名徒的方式和院方为医生承
担开展新技术风险的举措，让患者
放心，让医生敢于挑战高难度手
术，立足本身，创新攻坚，使核心技
术突飞猛进。仅2018年上半年，
巩义市人民医院三四级疑难手术
占到全部手术的47%，成为巩义市
名副其实的区域医疗中心。

在学科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巩
义市人民医院成立卒中中心、胸痛
中心等五大多学科急救协作中心，
为患者的生命安全负责，打造全市
一小时服务圈，以微信群进行有效
沟通，在患者来院的路上相关科室
就做好治疗准备，快捷救治，成效显
著。

另一方面，巩义市人民医院以

“互联网+信息化”建设为抓手，深挖
自身潜力，借梯登高，成立了心电网
络中心、区域检验中心等九大区域
医疗中心，为全市近300家基层卫
生院、村卫生室免费配备了远程心
电图机、血糖仪等诊断设备，让百姓
在离家最近的村卫生室就能享受巩
义市人民医院专家的诊断服务；筹
建了慢性病管理中心，为59万人建

立了健康档案；区域检验中心让患
者在镇卫生院就能做200多项检
验；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和医疗巡回
队，在院内外为基层培养了大批“百
姓健康守门人”。这些举措的落实，
大大减少了患者往来奔波的时间，节
省了财力、物力，初步实现了“基层
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
动”的分级诊疗目标。

编者按：为了提升全省医务人员的科普能力，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决定联合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总工会、河南省科学
技术协会、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在全省开展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以此推动全省医务工作者提高科普宣传的积极性、主
动性，提升全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公众对于科普知识的兴趣，为健康中原建设打下良好的科普基础和群众基础。

河南各地举行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耿 梅）“健康的生活方式是
基础，合理用药是血压达标的关
键，两者必须结合，只有这样才
能有效控制血压。”8 月 1 日上
午，洛阳市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
赛决赛在洛阳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举行，来自全市 19 家医疗
单位的33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决赛采用现场演讲的方式

进行，选手们各展所长，演讲内
容丰富多彩，涵盖了健康生活
方式、常见病、青少年健康等百
姓关心的健康热点问题。从

“高血压病怎么治疗”到“家庭
护理的注意事项”，从“如何预
防产后抑郁症”到“如何看懂药
品说明书”等，选手们运用质朴
平实的语言，搭配精心准备的
PPT（演示文稿），把晦涩的医

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尽显医
务人员的风采与实力。

据悉，洛阳市首届健康科普
能力大赛由洛阳市卫生计生委、
洛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举办，
初赛由各医疗单位自行组织，最
终全市共有33名选手脱颖而出，
进入决赛。据悉，此次大赛一等
奖获得者将代表洛阳市参加全
省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本 报 讯 （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柯廷金）近日，信
阳市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信阳市
中心医院、市中医院、市第一
人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
计生监督局、市中心血站、市
肿瘤医院等单位的优秀选手
参加了大赛。

12位参赛选手从病房、手
术室等工作岗位走上科普讲
台，用通俗易懂的话语，将医

学科普知识传递给公众。演
讲话题覆盖面广，具有很强的
实用性、指导性、现实性。此
次活动增强了全市医务人员
开展科普宣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提升了医务人员的科普
能力，营造了全民关注健康科
普的良好氛围。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以
演讲比赛的形式选拔出优秀
的健康巡讲人员，选派精英
参 加 全 省 健 康 科 普 能 力 大
赛。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周世丹 张 爽）近日，安阳
市首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成功
举办。

此次参赛的16位选手是全
市卫生计生委、委属医疗卫生机
构初赛胜出的选手，来自安阳市

相关医疗机构的一线工作人
员。他们针对平时工作中群众
的需求准备参赛作品。在大赛
开始前，各参赛选手通过抽签决
定参赛顺序，每个参赛选手限时
8 分钟。各位评委根据参赛选
手的演讲时长掌握、演讲技巧、

演讲内容、演讲效果、是否脱稿
5 个方面进行评分。比赛过程
中，参赛选手都拿出了自己的优
秀作品。

整场比赛历时3小时，评委
根据打分结果最终评出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

本报讯 “怎样鉴别这是保健品还是药品呢？
其实有个小窍门，就是找‘蓝帽’……”日前，在焦作
市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决赛现场，一名参赛队员就大
家关注的保健品知识，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了讲
述，使药品、食品、保健品的区分变得清晰起来，真假
保健品的鉴别窍门也娓娓道来，引来了现场阵阵掌
声。

当天，共有22位选手参加了决赛。选手们围绕健
康素养66条等进行演讲，并结合PPT（演示文稿），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把权威专业的健康科普知识传播给
公众，让枯燥的医学常识变得简单、有趣，对一些被误
解的医学常识进行辟谣，提供正确的防病治病知识。

据了解，此次大赛由焦作市卫生计生委与市科
技局、市总工会、市科学技术协会、焦作日报社联合举办，旨在
提升医务工作者的科普能力，普及健康知识。

自大赛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和市直医疗单位积极选拔
参赛队员，并分别在本单位组织初赛，经过激烈角逐，选出来优
秀人员进行决赛。

此次大赛，全市共评出金奖2名、银奖6名、铜奖12名。这些
获奖人员将被聘为市级健康教育科普专家。其中，2名金奖获得
者将代表焦作市参加首届河南省健康科普能力大赛。

（王正勋 侯林峰 赵树勇）

本报讯（记者高志勇 通
讯员王 雁 袁俊英）近日，鹤壁
市举行全市首届健康科普能力
大赛暨健康巡讲比赛。各县
（区）、市直各医疗卫生单位、鹤
煤总医院、各民营医院选送的
21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21名参赛选手结合自身专
业实际，自选主题和角度，重
点围绕健康生活方式、慢性病
预防、常见病、多发病、心理健

康、中医保健等方面内容，利
用 通 俗 易 懂 、质 朴 平 实 的 语
言，将相关疾病防治知识和健
康素养知识进行了生动的讲
解。参赛选手作品各有特色，
宣讲语言各有技巧，形式灵活
多样，展现了该市医疗卫生人
员深厚的科普宣讲基础、出色
的临场应变能力及独特的个人
魅力。经过激烈角逐，大赛共
评选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8 名、优秀奖 7 名、
优秀组织奖4名。

此次活动由鹤壁市卫生计
生委、市科技局、市总工会、市
科学技术协会、鹤壁日报报业
集团主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和市医学会承办，旨在选拔
优秀的健康巡讲专家，普及健
康知识，助力健康鹤壁建设，营
造全民关注健康科普的良好氛
围。

他曾荣获南阳市科技成果一等奖一项、
二等奖 6 项；荣获南阳市第七届、第八届青年
科技奖；2013 年被评选为南阳市学术技术带
头人；2014 年被评选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他是河南省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神经介入专业
委员会青年委员。

他就是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
介入病区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河南省优秀医师奖获得者、共产党员温昌明。

温昌明自 1997 年参加工作以来，坚持以
人为本，以“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救死扶伤”
为己任，严谨务实、精益求精，潜心钻研医疗
技术，勇攀医学高峰，服从领导，团结同事，带
领团队做大做强，不图名利、甘于奉献，从不
计较个人得失，为南阳市神经介入工作跻身
省内乃至国内前列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组
织、社会和患者的广泛好评。

思想进步 医风纯正
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温

昌明立场坚定、思想进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
脑，把“做事先做人，万事勤为先”作为自己的
行为准则，认真细致、艰苦奋斗、恪尽职守、以
身作则，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坚决服
从组织安排，时时事事起模范带头作用，具有
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较强的党性。

温昌明自 2005 年从事神经介入工作，开
辟急性卒中静脉溶栓桥接动脉取栓 24 小时绿
色通道，加班加点从无怨言，经常通宵达旦地
工作。

刻苦钻研 精益求精
曾在北京天坛医院学习进修神经病学与

脑血管病的介入治疗前沿技术的温昌明，始
终把业务学习、学科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严谨
务实、精益求精、潜心钻研医疗技术，勇攀医
学高峰，在各种类型脑血管病的诊断和治疗
方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目前，温昌明所在的科室完成脑血
管病介入治疗数量和质量综合排名位于全省地市级医院第
一，位居全省第三，且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南阳市中心医院
也成长为河南省第三大神经介入中心。

尤其是近 3 年来，温昌明带领神经内科介入团队，在豫
西南地区开通首条急性缺血性卒中静脉溶栓桥接脑动脉取
栓救治绿色通道，率先在南阳开展急诊脑动脉取栓再通治
疗，已经成功为数百名急性脑梗死患者实施了急诊脑动脉闭
塞取栓开通术，使重症脑血管病患者康复并回归社会，使南
阳人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目前，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病介入病区在急
性脑动脉闭塞静脉溶栓及取栓技术、颈动脉及颅内动脉支架
技术、脑动脉瘤栓塞开通技术等脑血管病治疗的标志性和引
领性技术方面，均位居全国前列。其中，取栓技术稳居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卒中中心排名全国前三位。2018 年 5
月，该病区获得取栓技术排名全国第一、脑血管病诊疗技术
综合排名全国第六的优异成绩。

甘当人梯 乐于奉献
“学医就意味着奉献，没有奉献精神当不了好医生。”温

昌明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严谨、细致、求实、创新的工作
作风，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服务意识和协调能力。

在工作中，他态度端正，严守纪律，不骄不躁，扎实肯干，
积极主动，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工作热情，积极负责地
开展工作。他不计回报，倡导人性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理念，
团结同志，注重发挥每个同志的工作积极性。身为科室主任，
他从不搞个人技术垄断，注重团队建设，积极培养人才梯队，
对新进修回来的同志认真“传、帮、带”，甘当人梯，毫无保留，
带领团队做大、做强，同事们也为有这样一位“好班长”而感到
自豪。

纪律严明 加强管理
在本职工作、生活、学习中，温昌明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

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及技术操作规程，廉洁从医、
依法行医，坚持同违法违纪行为作坚决斗争，坚持党性原则，
坚决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决策决议，积极完成各级
党组织交付的各项任务，成为遵纪守法、廉洁行医的表率。

温昌明注重加强医疗护理质量和安全的管理，将保证医
疗安全和医护质量放在首位，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查漏补缺，
落实解决。他注重法律法规和行业技术操作规范的学习与
培训，注重加强医务人员的责任心及安全意识，推动临床工
作高效、安全、创新及人性化地发展，赢得了医患双方的一致
好评。

当有人还在为“扶与不扶”
纠结的时候，虞城县人民医院护
士刘明明路遇摔伤老人，果断伸
出了救助之手。

近日，在上夜班的路上，虞
城县人民医院外一科护士刘明
明看到一位骑着两轮电动车的
老人突然摔倒在地。刘明明马
上将自己的车子停好，跑到老人
身边查看情况。老人当时已经
昏迷，刘明明发现老人双侧瞳孔
不等大，怀疑发生颅脑损伤。围
观的人说：“闺女，你快走吧，别
赖上你喽……”刘明明没有离
开，她说：“我是一名护士，我不
能离开，救死扶伤是医务人员的
职责。”

老人身上没有证件，也没有
家人的联系方式，刘明明立即拨
打了110报警电话和120急救电
话。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刘
明明一直守护在老人身旁。她轻

轻地将老人的头偏向一侧，保持
呼吸道通畅，防止老人因昏迷发
生误吸……一直等到把老人送上
救护车，刘明明才连忙赶去上班。

救护车将老人送至虞城县人
民医院。因为老人昏迷且暂时联
系不到家人，该院立即开通急救
绿色通道，让老人入住重症医学
科无陪护监护病房进行积极救
治。经过110民警积极寻找，老人
的家人赶到了医院，了解了当时
的救治过程。此时，经过重症医
学科的及时救治，老人已经清醒。

老人的女儿得知情况后，立
即跑去向刘明明致谢。刘明明
说：“真的没什么，我只是做了我
能做的。”在那一刻，那份人与人
之间的温暖、那份人性的善良，
温暖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近日，老人的两个儿子再次
来到虞城县人民医院，向刘明明
表示感谢，并送来了一面锦旗。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司民权）近日，濮阳市油田
总医院胸心外科在手术麻醉
科、重症医学科等科室配合下，
成功地为一位84岁的左主干3
支病变的冠心病患者和一位72
岁冠心病伴主动脉二尖瓣瓣膜
病患者分别实施了心脏不停跳
冠状动脉搭桥术和主动脉瓣二
尖瓣置换同期冠状动脉搭桥手
术。手术复杂、难度大，标志着
该院和濮阳地区心脏外科技术
水平又上新台阶，并为心脏外
科围术期患者治疗积累了经
验。

患者王老先生今年84岁，
以胸闷、胸痛 1 小时到濮阳市
油田总医院急诊科就医。心电
图检查结果提示ST段抬高，血
压 183/93 毫米汞柱（1 毫米汞
柱=133.322帕），被诊断为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
冠状动脉综合征，并伴有高血
压病、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低下
等。冠状动脉造影结果显示，
患者心脏左主干、右冠状动脉
狭窄90%，被转入胸心外科。
72岁的周先生是一位慢性冠心

病伴主动脉二尖瓣瓣膜病、心
律失常患者，入院后进行心脏
彩超、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
显示：冠心病、左心室扩大、主
动脉迂曲增宽、主动脉瓣二尖
瓣大量反流。

胸心外科主任林庆胜组织
科内讨论后，又邀请心内科、重
症医学科、手术麻醉科等多学
科专家会诊。大家一致认为，
这两位患者存在左主干病变、
严重心脏瓣膜病等，不适合导
管介入手术，建议实施外科手
术治疗；患者虽高龄高危，并且
伴随疾病较多，一般状况较差，
手术风险大，但手术指征明显，
无绝对禁忌证，实施冠状动脉
搭桥手术及主动脉瓣二尖瓣置
换同期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为唯
一救治措施。

胸心外科与手术麻醉科、
重症监护室共同确定了缜密的
手术方案和紧急情况下的抢救
预案。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医
生顺利完成了这2台复杂的手
术。目前，这两位患者正在恢
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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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开展高危心脏搭桥术

巩义市人民医院获县域卫生文化百花奖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叶 晓 闫晓波 张艺丹 文/图

凡人亮点

护士路遇摔伤老人
果断伸出援手
本报记者 赵忠民 通讯员 卢幸丽

8月3日上午，开封市中心医院2018年新护士入职宣誓暨授帽仪式举行，170
名新入职护士参加了仪式。该院护理部主任钟洁带领8位副主任护师职称以上
的护理专家，为新入职护士授帽。 李 季 刘 枢/摄

安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