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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父子兵”，大家自然
会想到一句谚语——“打虎亲兄
弟，上阵父子兵”。然而，在民权
县健康扶贫方面，提到“父子兵”
这几个字，许多人都知道说的是
龙塘镇乔口村乡村医生马绍峰和
他的儿子马珂。

据了解，今年 56 岁的马绍峰
初中毕业后便开始学习医学知
识，后来到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和民权县人民医院进修、学
习，取得了相应资格后，为了方
便为群众看病，在本村开了诊
所。2013 年，他的从医学院校毕
业的儿子马珂取得《助理医师
证》和《全科医师证》后，就跟着
他在村卫生室开药方、抓药等，
开展诊疗工作。全县健康扶贫
攻坚战打响后，他们父子便投入
紧张的工作中。

“ 你 的 血 压 有 点 儿 高 。 目
前，天气转凉了，平时你要注意

添加衣服，多喝开水，不要吃生
冷食物，别忘了按时服用降压
药。”9 月 17 日早上，马绍峰父子
来到村民翟渊堂家里，为他检查
身体，耐心地叮嘱一些生活注意
事项；马珂则在旁边认真地填写
随访记录。

乔口村委管辖 5 个自然村，
3200 多人，因病致贫人口占贫困
人口的一半。为了更好地服务群
众，打赢健康扶贫攻坚战，马绍峰
按照标准化村卫生室要求，将诊
所划分为诊断室、观察室、治疗
室、药房等相对独立的区域。

为了便于管理，马绍峰父子
为村里的每个贫困家庭都建立了
健康扶贫档案；他们也成了这些
贫困家庭的家庭签约医生，定期
为群众免费检查身体。只要群众
打来电话，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白
天黑夜，他们都迅速背起药箱，带
上医疗设备，提供上门服务。

今年6月的一天凌晨，一阵急
促的手机铃声把马绍峰从睡梦中
叫醒，原来是 67 岁的贫困户郑素
真（化名）打来电话：“马医生，我
胸口闷得厉害，喘不过气来，快来
给我看看吧。”

马绍峰凭借30多年的诊疗经
验，感到有一些不妙，就快速起
床，一边叮嘱郑素真不要惊慌，一
边叫醒熟睡的马珂，背起药箱，迅
速往患者家里跑。他为患者测量
血压、听心率、做心电图等，一切
都在有条不紊中进行着。接着，
马绍峰让郑素真服了几粒速效救
心丸，喝了一些温开水。随后，患
者的胸闷程度有所缓解，喘气也
均匀了。后来，患者按照医嘱服
了几天药后，很快康复。

“那天夜里，我恐怕不行了，
幸亏马医生来得快，他可是救了
我的命啊！”每当提起马绍峰看病
这件事，郑素真就有表达不尽的

感激之情。
“为了不耽误群众看病，我和

孩子的手机保持24小时开机。群
众在需要就医的时候联系不上我
们，后果不堪设想。”马绍峰说。

父子俩白天忙着给群众看病，
晚上一起整理健康扶贫档案。马
绍峰负责读建档信息，马珂负责
电脑录入信息。群众患了什么
病、在哪个医院确诊的、花费多少
以及每项医疗报销多少等，对每
条信息，父子俩都认真核对，经常
加班至深夜。在每次全县健康扶
贫工作评比中，他们父子总是名
列前茅，多次受到民权县卫生计
生委和乡镇卫生院领导的表彰，
马绍峰也多次获得“优秀乡村医
生”“最美乡村医生”等荣誉。

马绍峰还有一个业余爱好，
就是唱快板。为了做好健康扶贫
的政策宣传工作，他就把健康扶
贫政策编成快板词儿，让儿子在

电脑上打印出来，贴在村卫生室
健康扶贫知识宣传栏里，向群众
宣传，以提高群众的政策知晓
率。在茶余饭后，马绍峰还经常
到文化广场大舞台上唱快板。群
众对他真是赞不绝口。

马绍峰的爱人经常调侃地
说 ，父 子 俩 像“ 疯 ”了 一 样 ，吃
饭、睡觉、说话，都离不开健康
扶贫工作。

“我给群众看病可以，但是接
受新事物比较慢，尤其是操作电
脑，感觉像赶鸭子上架一样。在
贫困户建档立卡、资料整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宣传等方
面，马珂担负起了重要责任。尤
其是今年新推出的手机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这些工作都由马珂
负责完成。”谈到村里的健康扶
贫工作，马绍峰指着档案柜里摆
放整齐的健康扶贫档案，颇为动
情地说。

“乡医父子兵”健康扶贫献真情
本报记者 赵忠民 通讯员 孙 琰

儿时的李静看到诊所里穿着白
大褂的人就觉得很神奇，便产生了
成为一位医生的梦想；一次意外车
祸，更坚定了她成为医生的信念。
为了这个梦想，她选择到医学院校
读书。1997 年，她毕业后来到济源
市北海办事处李庄社区卫生服务站
工作，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刻苦钻研，成为多面手
在工作过程中，她感到医生这

个职业是光荣而崇高的，不仅能够
消除患者身体上的痛苦，还能在精
神上给予安慰，让饱受疾病折磨的
患者学会坚强。她深知，仅凭她在
学校学的医学知识，远远满足不了
群众需求。因此，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除不断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外，
她还积极参加各种业务技能培训，
包括针灸、推拿、熏蒸等。2010 年，
她取得了执业助理医师证书；2011
年，她参加河南省全科医生培训，取
得了全科医生证书等。很快，她成
为多面手。

她是患者的贴心人
由于李静医术精湛，周围群众都

来找她治疗疾病。每天，她接触的患
者病情多种多样。有一次，快到下午
下班的时候，李庄社区卫生服务站来
了一位中年男性患者，来时腹痛难
忍，并伴有呕吐、恶心等症状。李静
经过询问得知，患者长时间未排大
便，且有肠梗阻手术史。经过腹诊，
她发现患者有腹胀的症状，腹部有一
个手术刀口等，初步诊断患者是肠梗
阻。因社区卫生服务站医疗条件有
限，她便安排患者到上级医院就诊。
几天后，患者说若不是李静发现得
早，后果不堪设想。患者说：“她是我
们的贴心人。”看到患者脸上的微笑，
李静感到很幸福。
积极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2010 年，国家启动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预
防接种、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孕
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

服务。李静投资了数万元，把简陋
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建成宽敞明亮、
标准化的社区卫生服务站。随后，
她认真开展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工作，免费为全村 2039 名居民
进行体检、建立健康档案，建档率
达到 100%；对村内 65 岁以上老年
人每年进行一次全面健康体检及
中医体质辨识、中医药指导等；对
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病患
者进行一年至少 4 次的面对面随
访，并指导其安全、合理用药；对精
神疾病患者，她积极开展筛查、随
访工作。

她以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
扎实、有效的医术，赢得了辖区群
众的认可；在为基层群众提供卫生
服务的同时，她带去了活力与热
情。她连续多年被评为济源市社
区卫生服务优秀工作者；2017 年 3
月，她被评为济源市第二届“最美
乡村医生”。

（王正勋 高新科 常 佩）

李静在为患者诊治疾病 高新科/摄

这位乡村医生是个多面手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河南各地积极普及
预防出生缺陷知识
商丘市梁园区开展预防出生缺陷活动 近日，

梁园区卫生计生委开展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活动，组织医
疗单位开展了预防出生缺陷宣传义诊活动。各单位的医
疗专家以讲解、提问等方式宣传预防出生缺陷知识，增强
群众的优生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

（赵忠民 董献华）

温县采取预防出生缺陷措施 近日，在温县人
民医院的“孕妇学校”，预防保健专家为 20多名孕妈妈上
了一堂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专题课。专家以讲解、提
问等方式宣传预防出生缺陷知识，使她们能孕育一个健
康宝宝。 （王正勋 郑雅文）

洛阳市让出生缺陷离我们更远 近日，洛阳市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紧扣“防治出生缺陷，助力健
康扶贫”这一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该活动
引导群众主动接受优生服务，减少出生缺陷发生，为提高
出生人口素质做出了不懈努力。

（刘永胜 李万江）

巩义市开展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活动 近日，巩
义市卫生计生委在宋陵北门广场开展了以“防治出生缺
陷，助力健康扶贫”为主题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来
自市直医疗机构的专家为群众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动员
群众支持预防出生缺陷工作，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发挥
重要作用。 （李志刚 张冬杰 卢 方）

平顶山市湛河区开展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活
动 近日，平顶山市湛河区卫生计生委组织辖区医疗卫生
机构在河滨公园开展了预防出生缺陷宣传活动。平顶山
市妇幼保健院等6家医疗卫生机构设立了咨询台，并通过
设立展板等方式，宣传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新生儿疾
病筛查等惠民政策。 （王世欣）

平舆县举办预防出生缺陷活动 近日，平舆县人
民医院产科、儿科、围产保健科医务人员一起来到体育场
开展了义诊活动。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向群众讲解免
费产前筛查等相关知识，以提高育龄妇女自我保健意识。

（丁宏伟 夏广勇 魏 华）

近日，镇平县妇幼保健院开展了“防治出生缺陷日 助
力健康扶贫”活动。该院医务人员在活动现场发放宣传
页，讲解预防出生缺陷知识等。 乔晓娜 方 圆 梁庆红/摄

9月12日，信阳市平桥区卫生计生委在世纪广场开展
了“防治出生缺陷，助力健康扶贫”宣传活动。在现场，工
作人员向重点人群宣传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免费产前筛查
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政策。 王明杰 于 鑫 钟 凯/摄

2018年7月6日，是一个特别
的日子。这一天，确山县中医院
顺利通过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院专
家评审，实现了建院 32年来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突破。也许，一些
人会质疑，因为他们太了解多年
前的确山县中医院了；然而，更多
的人会感到自豪和欢欣，因为他
们见证了近年来确山县中医院的
蜕变、跨越和赶超式发展。
改革篇——

脱胎换骨 打造全新医院
确山县中医院成立于 1986

年 3 月。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该院发展一直
处于困境：业务水平提升缓慢，医
院建设停滞不前，人员收入难以
为继，整体形象令人担忧。

2013年，以王献伟为“班长”
的领导班子上任后，通过实地调
研，研究对策，创造性地提出了

“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
见成效”的发展规划，硬起手腕做
了三件事，彻底扭转了局面：一是
规范管理，规范托管科室；二是该
院班子成员下科室，充实技术力
量；三是树医风，正医德，加强纪

律，改变院风院貌。
通过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

举措，确山县中医院的业务量、病
员量、大型医疗器械数量与 2017
年同期相比翻一翻，成为名副其
实的“百姓满意医院”。

如今，该院拥有中高级专业
技术人员50人，编制床位260张，
开放床位 200 张；拥有大型诊疗
设备 1.5T 核磁共振、四维彩超、
数字胃肠机、CT（电子计算机断
层扫描）、腹腔镜、电子胃镜、彩超
机、动态心电工作站、多普勒以及
多种中医理疗康复设备；开设的
特色科室有心脑血管病科、肝胆
科、中医治未病科、康复科诊室
等；临床科室有骨伤科、内一科
（脑病科）、内二科（老干部科）、内
三科（传染科）、内四科、妇产科、
康复科、疼痛科、急诊科九大病
区。其中，脑病科为省级重点专
科、骨伤科为市级重点专科。该
院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居
民医疗保险定点医疗单位，河南
省中医院治疗艾滋病试点医院、
定点法医鉴定单位、人民财产保
险定点医疗机构、市级文明单位、

市级诚信维权先进单位、河南法
制频道“法治共建单位”。近年
来，该院曾先后荣获省级“青年文
明号”“新闻报道先进单位”“驻马
店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集体”“三
八红旗集体”“工人先锋号”“五好
团支部”“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最
佳百姓放心示范医院”等荣誉。

如今，该院新区迁建项目正
在顺利进行中，两栋综合病房楼
正在建设中，一所专科有所长、中
医有特色、西医有创新、医院上规
模的确山县中医院，将以崭新的
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
医技篇——

扎根中医 加强专科建设
为了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

确山县中医院结合实际，采取了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将中医
骨伤、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和针灸
理论康复科 3个科室确定为重点
中医专科，重点扶持；通过开展

“读经典、背方剂”活动，鼓励中
医药人员发掘经典药方；护理上
突出中医护理特色，进行辨证施
护，在护士节开展登山辨认药草
活动；医院每月进行质量考核，对

达标的科室和个人给予奖励，不
达标者进行处罚，鼓励中医运用
非药物疗法；每月统计出中草药
使用前10名的医师，给予奖励。

近年来，确山县中医院秉承
“能中不西”的原则，在临床诊疗
中集中体现中医药诊疗方法，要
求参与率在 60%以上，中药占药
品比例在 50%以上，中药饮片使
用率在60%以上等。

医院坚持推行中医传统疗
法，在各病区均成立了中医特色
疗法治疗室，每位医师都能熟练
运用 3 种以上非药物疗法；多次
举行全院非药物疗法应用学术讲
座，对各病区不同病种非药物疗
法进行讲解和实际操作演示，以
提高中医师运用非药物疗法的信
心；连续 5年开展冬病夏治活动，
相继派出 20余名医疗、护理业务
骨干到省、市中医医院进修、学
习，开展了中药封包、穴位贴敷等
20余种中医药传统疗法。这些项
目见效快、痛苦小、价格低廉，深
受患者青睐。

加强专科专病建设，是该院
谋求全面发展的重大举措。医院

加大投入力度，打造“重点学科品
牌”；加强内涵建设和人才队伍建
设，提升整体实力。领导班子成
员通过不懈努力，把该院建设成
了专科专病突出、中医特色优势
明显的现代化综合性县级中医医
院。同时，该院积极开展全国中
医药资源普查项目，为国家建立
中医药资源库提供了可靠数据。
服务篇——

患者为先 拓展服务内涵
行医德为先，服务人为本。

确山县中医院把为患者提供人文
关怀、优质服务作为矢志不渝的
追求，提供人性化服务、温馨式服
务、亲情式服务。医院建立健全

“急诊快速通道”“三先一后”服
务，确保及时、安全、便捷、高效地
抢救患者。急诊医务人员经过
专业训练上岗后，技术过硬。医
院推行多层次预约、电话预约，
普及分时段诊疗；推行银行卡预
约，探索微信预约模式；成立病
友服务中心，为患者提供导诊、
咨询等服务；提供免费电话、传
真、复印、煎药服务和提供生日
祝福餐等服务。

医院针对不同的住院患者，
开展康复理疗指导活动，发放中
医养生健康教育手册；在病区走
廊、药房门口设置了中医药文化
宣传栏，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可
让患者学到中医养生知识，受到
中医文化的熏陶。
公益篇——

大医精诚 仁爱惠泽群众
近年来，确山县中医院坚持

公益惠民的宗旨不变，通过送医
送药下基层、慈善救助等活动，赢
得了良好的口碑。

医院成立了外联部、“爱心服
务队”，常年到全县各乡镇、村组
为农民免费体检，宣传中医药保
健知识。医务人员深入社区、农
村发放宣传彩页、设立广告牌，宣
传中医药文化；走进学校，为孩子
们免费发放水杯、小书包、作业
本；为每位住院患者免费送一套
洗漱用品，包装袋上印着确山县
中医院院徽和急救电话；为离退
休老干部、环卫工人和电视台记
者进行中医药康复理疗，让他们
体会到中医药的神奇疗效。

如今，在确山县，越来越多的

患者愿意看中医、吃中药，接受中
医药“简、便、验、廉”服务。一面
面锦旗、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感谢
信，表达了患者的感激之情。一
次次深入社区、村庄、敬老院的专
家义诊和疾病防治宣传，更是让
众多基层群众感受到中医人的无
私关爱。

大爱无疆。近年来，确山县
中医院积极开展中医对口支援工
作，积极选派内科、骨伤科、针灸
科等骨干力量提供对口支援服
务；组织骨干力量到基层为群众
体检，进行预防保健宣传教育以
及慰问困难户。医务人员充分发
挥了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指导
双河镇卫生院开展中医药适宜技
术及中医药防治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活动，受到了广泛赞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如今，豪情满怀、锐意进
取的医院领导班子成员，正带领
全院 200 余名员工，以此次成功
创建二级甲等医院为契机，开启
新征程，扛起大医无界的风旗，不
断攀登医技高峰，在建设特色化
惠民医院的新征程中走向辉煌！

厚德载物润乡里 杏林花开春满园
——确山县中医院顺利通过国家二级甲等中医院专家评审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牛红丽

药监管动态食

本报讯 （记 者 陈 述 明
通讯员平红燕）为了提高全
体干部职工的法律素质和执
法办案水平，近日，濮阳县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全
员“大培训”。此次培训会聘
请法律顾问张律师为执法人
员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实际
案例分析，全系统执法人员
160余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内容包括对依
法办案程序进行讲解、行政
处罚类文书案卷制作以及职
业打假人的投诉举报问题与
分析等，使参加培训人员进
一步掌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法律法规知识，并灵活运用
于实践；全面规范执法文书
制作，增强监管效能，提高执
法人员办案程序意识、法制
意识，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在培训过程中，张律师通过
讲解和分析执法过程中的典
型案例和难题，突出实用性
和针对性。

最后，参会人员展开了
讨论，就现场执法监管中遇
到 的 疑 难 问 题 进 行 了 交
流。张律师结合大家的提
问以及现场执法检查中存
在的不足等，进行了解答和
指导。

濮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召开法律知识培训会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刘献运）近日，夏邑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
了落实脱贫计划，进行扶贫
再动员、再部署，查漏补缺，
精准扶贫，再次打响扶贫攻
坚战，争取夺取扶贫工作全
面胜利。

自开展扶贫工作以来，
夏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对李集镇洪刘庄村进行帮扶
脱贫。当时，该村无水泥路、
无路灯、无自来水，缺乏支柱
性产业。为了使该村尽快脱
贫，扶贫人员采取多项措施：
一是干部帮扶进村。扶贫人
员组成工作队，5名队员长期
驻村帮扶，76 名干部结对入
户帮扶。二是扶贫项目进
村。根据实际情况，积极引
进 或 者 筹 措 资 金 ，建 设 项
目。三是致富信息进村。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当地群

众提供有价值的致富信息，
及时引导群众根据市场需
求，科学种植农作物。四是
村容整洁进村。积极引导农
民进行改房、改院、改厕等，
绿化庭院、村庄。五是基层
组织进村。帮助建立健全村
级基层组织，使当地领导班
子成员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
中坚力量。

近期，在夏邑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的带领
下，扶贫人员有针对性地开
展结对帮扶活动，为村民筹
集资金，新修道路 2.6 公里，
修建文化广场 600 平方米
等，实现了整体脱贫。同时，
扶贫人员又帮助村民修建了
村卫生室，为109户安装了有
线电视。针对因病致贫的老
年人，该局联合该县各大医
院多次进村开展送医、送药、
免费体检等活动。

夏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扶贫工作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