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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我

征 稿
1949～2019年，新中国走过了 70年的光辉历程。70年间，

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生了沧桑巨变。作为三级卫生服务网网
底的村卫生所，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本版特开设《壮丽 70年·卫
生所的变迁》专栏，真诚地邀请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谈谈您
所经历或者见证的村卫生所的巨大变化，深刻反映新中国农
村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宝贵经验，礼赞新中国、描绘新时代。
字数在 1500字左右，可以配发图片。

征稿时间从即日起至12月底 投稿电话：0371（85966391）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本报讯 （记者王正勋）近
日，沁阳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及介入手术室成功为一名 43岁
男性患者植入生物可降解支架。

心脏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
中最常见的医疗器械，具有疏通
动脉血管的作用，植入人体后，
患者就要终身携带。这让一些
患者，特别是年轻的心脏病患者
产生了忧虑。

然而，可降解支架是一种
新型支架。它在植入人体后，
经过血运重建、支架降解吸收

和血管修复 3 个阶段，3 年内就
可以完全降解为水和二氧化
碳，体内不再有异物，血管的结
构和功能也会恢复正常，实现
血管再造的目标。专家表示，
这款新型支架在通常情况下适
合 60 岁以内的心脏病患者，而
且以简单病变最为适用；血管
弹性差、有钙化病变者则不适
用。此项技术的成功开展标志
着该院心血管，特别是冠状动
脉介入技术达到新的水平，将
为更多的患者造福！

层技术基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姚 爽）近日，商城县人民医院
成功开展经腹腔镜下贲门癌根
治术。此次手术的成功实施，填
补了该县经腹腔镜下贲门癌根
治术的空白。

据介绍，目前，商城县人民
医院微创技术已日益成熟。与
传统的根治术相比，此项新技
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淋巴结

清扫彻底等优点，不仅减少了
患者的痛苦，还减轻了患者的
经济负担。

同时，该院与河南省肿瘤医
院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后，河
南省肿瘤医院专家将长期在商
城县人民医院坐诊、手术。这
有助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实现“大病不出现县”的医
改目标。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
卢幸丽）近日，虞城县人民医院骨一
科收治一个两岁的幼儿。患儿家长
说：“7个月前，我发现孩子双手拇指
弯曲，不能伸直。”医生查体后，初步
诊断其为双拇指狭窄性腱鞘炎。

一般的腱鞘炎或者囊肿，在不
影响患儿活动的情况下可以保守治
疗。单纯性腱鞘炎可以用药物治

疗，但狭窄性腱鞘炎必须手术治
疗。医生考虑到患儿发病时间长，
会影响手指的功能及发育，建议手
术治疗。医生与患儿家长沟通后，
患儿家长同意手术治疗。

术中，主管医师刘威在患儿掌
指关节掌侧横纹处做横切口，将
狭 窄 的 腱 鞘 切 开 ，切 口 非 常 小 。
整个手术过程仅用了两分钟。同

时，麻醉药用量小，麻醉时间短，
降低了患儿麻醉的风险。术后，
当 患 儿 的 两 侧 拇 指 都 顺 利 伸 直
时，患儿家长非常满意。术后两
天，患儿康复出院。患儿家长说：

“以前，以为孩子得了怪病，我们
非常焦虑。没想到虞城县人民医
院的医生几分钟就消除了孩子的
病痛。感谢医生！”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姜干营 任雅彬）实施麻醉不
仅对患者的体位有特殊要求，还
要在操作过程中与患者保持沟
通，需要患者将自身感受及时反
馈给麻醉医生。如果患者是一
个聋哑人，怎样才能确保沟通顺
畅，让手术顺利进行呢？近日，
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成功完成
了一台“特殊”的妇产科手术。

此次的手术患者是一个聋
哑人，需要进行经腹腔镜下双侧
输卵管及双侧卵巢囊肿剥除
术。为了给患者进行麻醉，麻醉
师刘小冬、护士朱雪娇两天前便
在网上学习了相关手语，并认真

练习。术前准备阶段，他们用临
时学到的手语和患者进行沟通，
以缓解患者术前紧张的情绪，告
诉患者如何配合手术。该院妇
产科主任苏鲁霞、医师薛苗苗为
患者做手术；医护人员在旁边积
极预防手术中可能出现的各种
症状。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
未出现与麻醉相关的不适症
状。最终，手术成功完成，患者
和家属感到非常满意。

此次为特殊患者进行麻醉、
手术和护理，在建立了良好医患
关系的同时，营造了相互尊重、
相互信任的医疗氛围，为医院的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本报讯 5 月 23 日晚，汝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到120指挥中
心电话，称蟒川镇有一位孕妇在
家产子，情况紧急。

该院急诊科医生刘金龙、护
士陈佳佳立即随救护车出发。
到达现场后，他们发现胎儿已经
娩出；在产妇家属非专业操作
下，胎儿脐带被拽断，且断裂处
距离胎盘位置较近，胎盘留置宫
内。患者病情危急。来不及多
想，刘金龙与陈佳佳采取应急处
理措施：为新生儿处理脐带、清
理口鼻、擦拭身体，用衣服把孩
子包裹起来。紧接着，医务人员
对产妇进行检查，判断在此条件
下无法进行胎盘剥离，就迅速为

其吸氧、建立静脉通道等，并与
司机毕进宝一起将产妇与新生
儿抬到救护车上。

在救护车上，医务人员一边
观察病情、询问病史等，一边给
该院副院长宋亚峰打电话，汇报
情况。宋亚峰迅速安排产科、新
生儿科提前做好准备；联系电梯
工作人员在一楼等待。当救护
车抵达医院时，大家已准备好各
种抢救药品及设备。麻醉医师
与产科医生密切配合，将产妇留
置在宫内的胎盘顺利取出；检查
新生儿，发现各项指标正常。

母子平安。此时，参与抢救
的医务人员终于松了一口气。

（方 圆 王文璐）

全科医生能够为群众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全过程的诊疗服务，是
困难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实施健
康扶贫工程，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全科医生责无旁贷。

“陌生号”变成了“亲情号”

今年 88岁的王翠平，是我在永
城市大王集乡任楼村签约群众中的
一员，她是一名建档立卡人员（贫困
户）。王老太太因脊柱损伤，导致二
便失禁、行走不便，加上长期卧床引
发的足部溃烂和糖尿病控制不良，
下床行走成了她的“奢望”。

在我成为她的签约家庭医生
之前，王老太太每次换药都要依靠
88 岁的老伴儿。老伴儿用推车推
着她去邻村的卫生室换药，非常不
方便。在一次健康宣传教育会上，
王老太太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连
连称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8年 12月 6日，一个陌生的手机
号码出现在我的手机屏幕上，我接
通电话后才知道是王老太太打来
的。得知王老太太的病情后，我背
着药箱来到她的家中，为其换药，
并完善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
容。从那天起，我为其提供每隔两
天 1 次的上门换药、送药、康复指
导等服务，不仅帮助她将血糖控制
在正常范围，还让她足部的伤口渐
渐愈合。随后，我连续提供 20 多
次上门服务，让王老太太对家庭医
生产生了信任，还帮助她在 2018年
年底顺利脱贫。从此，那个“陌生
号”渐渐成了我的“亲情号”。

话语触动深 身心感动真

“哎！以前，由于经济困难，特
别想吃东西，可是吃不上。现在，食
品丰富，我却因病没法吃。”这是在
基层工作以来，对我触动很深的一
句话。

因健康扶贫工作需要，2019年
2月 6日，作为签约家庭医生，我利

用中午下班时间，来到贫困户门王氏老太太的家中。
门王氏老太太和唯一的儿子相依为命。之前，我随访
时，门王氏老太太告诉我，她患有高血压病、冠心病，没
说有其他不适。当我第三次来到老太太的家中，她的
神情和以往有了明显不同。她说：“哎！以前，由于经
济困难，特别想吃东西，可是吃不上。现在，食品丰富，
我却因病没法吃。”我为老太太体检后，准备走时，她的
一声叹气，使我的脚步慢了下来……

门王氏老太太经历过战争和饥荒，终于熬到今
天，却遭受疾病折磨，致使她对生活失去了信心。想
到这些，我毫不犹豫地走到她面前，耐心询问病史和
观察症状后，为其进行了体格检查。最后，我微笑着
说：“老奶奶，请相信我！”这时，她的脸上露出了久违
的笑容。

在随后的一周里，我为其制订了治疗方案，促使她
改变了饮食习惯，她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

“刘医生，你真能，把我的病治好啦！现在，我胃口
好，吃得多了。感谢你！”当我再次来到门王氏老太太
的家中时，她激动地说。

健康扶贫，确实需要全方位的身心照顾和个体化
的健康维护。有了家庭医生，困难群众在脱贫路上从
此不再孤单。

（作者供职于永城市大王集乡卫生院）

“好啦！舒服啦！感谢胡医生
及时救治，否则我就会有生命危
险。”被鱼刺卡住喉咙的余先生感激
地说。随后，余先生问需要付多少
诊费。胡建德说：“举手之劳，不收
费。”余先生感动地说：“这里离县城
有 130多里（1里=500米），到大医院
就诊需要 1个多小时，车费、诊疗费
至少需要 100 多元。胡医生真是群
众的恩人啊！”

胡建德是驻马店市泌阳县象河
乡象河村卫生室的一位乡村医生。
他从事乡村医生工作 28年来，接诊
患者达百万人次以上，他一直遵循

“先看病，后收费”的原则。他免费

诊治了许多患者，免收医疗费 50多
万元。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他为
隔离区的 60 多名返乡人员测量体
温、送水、送饭等，提供了亲人般的
服务。自 2007 年以来，他还时常为
本村特困户、外来务工人员垫付医
疗费。他通过刻苦钻研和临床实
践，总结出对骨髓炎、骨结核、骨坏
死、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症和类
风湿关节炎等病有明显疗效的药
方，治愈了许多患者。同时，他对全
村 4373 名群众建立了居民健康档
案；为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定期测量
血糖、测量血压，认真做好计划免
疫、预防接种等工作。胡建德与周

边市、县的患者也建立了良好的医
患关系。

为了展示泌阳县乡村医生扎根
基层、甘于奉献的高尚医德，在当地
形成关心、支持乡村卫生事业的良
好氛围，自 2019年 2月起，泌阳县委
宣传部、泌阳县卫生健康体育委员
会等单位，在全县联合开展了“寻找
泌阳最美乡村好医生”公益活动。
在各乡镇（街道）深入宣传的基础
上，采取群众提名、乡镇（街道）和村
居委会推荐等形式，开展弘扬最美
乡村医生精神的活动。该县在对优
秀乡村医生群众满意度调查中，胡
建德获得了100%的满意度。

2018年，南阳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第三附属医院领导班子成
员带领全体干部职工，设定目
标，携手奋进，攻坚克难，转变思
路，负重前行。该院业务管理规
范开展，重点工作向纵深推进，
各项工作呈现出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该院在奋斗过程中及
时调整了发展思路与方向，凝聚
了职工的力量，积累了发展经
验，为医院发展夯实了基础。

业务管理规范开展
在医疗管理方面，该院始终

“绷紧弦”，加大督导、检查力度，
持续强化医务人员医疗质量管
控意识，全年无重大医疗事故及
纠纷出现。在护理工作中，落实
护理工作责任制，实行二级质控
管理。以“周、月、季度”为节点，
查找薄弱环节，提高护理质量与
安全意识，有效落实各项规定。
在医院感染工作方面，既保持了
原来的工作模式，又采用了新的
形式，用切实可行的方法让医院
感染制度得到充分落实。药学、
药械工作服务更加便捷、灵活、

及时，更好地结合了临床工作需
求等。

重点工作向纵深推进
在业务攻坚活动中，攻坚目

标完成率为 93.1%，整体完成率
较去年有明显提升。外一科、眼
科、内科成绩突出，各项工作正
在稳步推进。在医联体、医共体
建设过程中，该院与辖区三级甲
等医院联合，成立示范区医联
体，完善了群众就医服务体系，
形成了三级医院联动的就诊网
络。在健康扶贫开展方面，全年

共进村义诊54次，辖区受益群众
达到3100人次，收（住）建档立卡
困难群众 151人次。在人才培建
推进工作方面，实施了“杏林人
才”医疗类培建工作，28 人经过
考评被纳入相应等次的人才培
建计划，初步构建了医疗人才梯
队。医院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
建病房楼已经竣工并通过验收，
大型医疗设备、病床等已经配备
到位。该院进行了二次清产核
资，并对鑫川公司的建设进行独
立审核。完善工会组织机构：4

月，该院召开了第二届双代会一
次会议，选举了新一届工会领导
机构，完善了工会组织结构，激
发了广大职工参与医院建设的
积极性。在信息化系统建设方
面：上半年完成更换HIS（医院管
理和医疗活动中进行信息管理
和 联 机 操 作 的 计 算 机 应 用 系
统）、LIS（实验室、检验科信息系
统）、PAC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
统）、电子病历等系统，各项工
作平稳开展，满足了医院信息化
发展的需求。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
员宋玉梅）“以前，大家需要跑到
县里看病，搭车、排队，要折腾一
天。我是留守老人，看病更加困
难。现在，在村卫生室做检查，
通过电脑将检查结果传到县医
院专家那里，方便得很！”近日，
虞城县杜集镇史桥村村民田图
送告诉记者。

田老先生所说的在村卫生室
就能让县医院医生看病，指的是
该县实施的三级诊疗制度。自
2018年以来，虞城县投资1567万
元，与信息科技公司合作，建立
了以县医院为中心、资源共享、
数据互通的覆盖全县25个乡镇、

601 个行政村的三级诊疗系统。
县医院的专家通过远程会诊、远
程影像、远程心电等系统，随时
都可以对基层医生进行业务指
导，对患者进行实时会诊。

近年来，虞城县坚持以群众
健康为中心，进一步完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服务体
系；解决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县级医疗专家的优质诊
疗服务。该县成立了“虞城县人
民医院医共体”，在 28 个乡镇卫
生院设立医共体分院；选派两名
以上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在
146个贫困村卫生室设立医共体

门诊部；选派县级医院医生1名、
护士 1名、乡镇卫生院医生 1名，
定期在基层开展诊疗活动。县、
乡、村医务工作者组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开展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目前，该县已组建 602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有签
约医生 984人，已签约 22万户 48
万人。

“一年前，我患了食管癌，老
伴儿患了肺癌。这一年，俺俩共
住院 14次，花费近 20万元；报销
后，我们基本上没花钱。要不是
国家的政策好，我们的命早就没
啦！”郑集乡马庄村村民、70多岁
的程秀云高兴地说。他和老伴

儿是健康扶贫政策的受益者。
该县把健康扶贫作为脱贫

攻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制定
并落实了医疗费用报销“多重保
障”政策：贫困群众在县域内住
院治疗，符合报销规定的医疗
费，给予全额报销；贫困群众住
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开展大病集中救治活
动，减轻了大病患者的经济负
担；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行动，
使贫困群众重见光明；为全县
46594 个贫困家庭配备了“保健
小药箱”，并免费配备常用药物，
方便贫困群众日常用药。

随着就医环境的改善，及医

疗水平和服务能力的提高，当地
群众看病越来越方便。据虞城
县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徐志强
介绍，该县投资 4.26亿元建设的
县人民医院新院已经开始运营，
并被评为“全国县级医院五百
强”；投资 2.14 亿元、占地 80 亩
（1 亩=666.67 平方米）的县中医
院 新 院 已 经 开 工 建 设 ；投 资
1920 万元，为 146 个贫困村各建
一所标准化村卫生室；投资 80
万元，为每个贫困村配备 10 种
诊疗设备；7 所乡镇卫生院被评
为“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杜
集镇卫生院被评为“全国百佳乡
镇卫生院”。

5月21日，灵宝市妇幼保健院组织阳平镇50余位64岁农村妇
女到该院进行“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此次活动进一
步提高了目标人群“两癌”筛查的知晓率与参与率，增强了适龄女性
的保健意识。 刘 岩 党宁宁/摄

虞城县
老百姓在家门口看病真方便

在奋斗中收获自信 在困境中开拓未来
——记前进中的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三附属医院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付媛媛

我
是
扶
贫
路
上
的
全
科
医
生

□
刘
相
位

一位乡村医生的坚守与奉献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程瑞军 文/图

胡建德与患者在一起

虞城县人民医院

两分钟让患儿弯曲的拇指伸直

沁阳市人民医院

开展生物可降解支架植入术

商城县人民医院

利用微创技术治疗贲门癌

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用手语助聋哑患者做手术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功抢救一名产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