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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纪事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郝予焱）12月12日上午，第
三届三叉神经痛高峰论坛在安
阳 市 第 六 人 民 医 院 举 行（如
图）。

本次论坛由河南省口腔医

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
主办、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承
办，特邀中国三叉神经痛微球
囊压迫治疗专家、辽宁省人民
医院马逸教授，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颌面外

科主任、三叉神经痛射频治疗
专家陈敏洁教授进行专题报
告。来自河南省内的三叉神经
痛治疗领域的专家同仁 120 余
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在论坛的专题讲座环节，马
逸、陈敏洁分别围绕三叉神经痛
微球囊压迫术和三叉神经痛射
频治疗做了专题报告。随后，马
逸到手术室为一位三叉神经痛
患者进行了微球囊压迫术。安
阳市第六人民医院利用5G技术
连接会场与手术室，对该手术进
行了直播，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专家刘玉学全程进行讲解，为参
会人员提供了直观的手术观摩
与技术指导。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三叉
神经痛治疗领域的 3 位专家张
谦、成文平、刘玉学分别就三叉
神经痛的治疗方法——阿霉素
介入复合外周射频术、微血管减

压术、微球囊压迫术分享了自己
的治疗经验与感受。授课专家
还与参会人员进行了互动，对大
家提出的一些临床工作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进行了认真解答。

本次论坛内容丰富，学术氛

围浓厚，为参会人员提供了一个
良好的学习平台，让大家详细了
解了国内前沿的三叉神经痛治
疗技术，以及不同技术的对比、
应用，对提高全省三叉神经痛治
疗水平起到了推动作用。

省内外三叉神经痛专家安阳论剑

安阳市三叉神经中心介绍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三叉神经痛治疗项目是安阳市卫生

健康委重点专科专病项目，安阳市三叉神经中心在安阳市第
六人民医院副院长、三叉神经痛首席专家刘玉学的带领下，先
后开展了三叉神经半月节射频温控热凝术、CT引导下阿霉素
介入复合外周射频术、微血管减压术和C形臂、G形臂引导下
微球囊压迫术，成为全省乃至全国开展三叉神经痛治疗方法
较全面的少数医院之一。

该中心还开展了CT引导下面肌痉挛面神经射频调控术
和面肌痉挛微血管减压术，以及舌咽神经痛CT下射频温控热
凝术和微血管减压术。该中心还开展了舌咽神经痛、枕神经痛
和面神经疾病等方面的治疗，技术水平位居国内先进行列。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
讯员郭杰辉）“慈是不灭的火
种，爱是沙漠的绿洲，爱在华信
生了根，华信传递着爱……”伴
随着华信之歌的优美旋律，12
月13日，中原华信集团“情暖中
原、爱在华信”慈善义拍捐款活
动在郑州举行。

中原华信集团总裁徐朝
阳、监事会主席罗道培，副总裁
王春玲、亓方方，总裁助理范现
伟及华信阳光教育集团董事长
李丽、华信民生健康集团总经
理赵丽霞、华信弘康医药集团
总经理曹书红、华信绿康地产
集团总经理郜少龙等参加了此
次活动。

徐朝阳说，中原华信集团
注重社会公益，在董事局李向
阳主席的倡导下，中原华信集
团慈善基金成立 4 年来，共计
募集善款 1560 多万元，救助贫
困学生、患者和员工 1907 人，
用行动诠释着社会责任。在
中原华信集团，无论是医生、
教师、学生、建设者还是领导
层都积极伸出援手，参与献爱
心捐赠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弘扬扶危济困的传
统美德。

2020 年，在常态化防控疫
情的同时，“中原华信铁军”
在 董 事 局 的 带 领 下 迎 难 而
上，积极谋划，围绕 2021 年发
展 战 略 ，全 力 推 动 集 团 实 现
第 4 次跨越发展。同时，徐朝
阳鼓励所有到场的中原华信
集团旗下各板块的高管们积
极 参 与 慈 善 义 拍 ，为 华 信 慈
善 事 业 加 油 助 力 ，为 社 会 公
益奉献爱心。

李丽说，华信阳光教育集
团上个月举办了慈善主题活动
月启动仪式，策划“慈善捐赠、
走进敬老院、慈善征文比赛、慈
善主题作品展、感动华信慈善
人物评选、慈善快闪活动、慈善
线上演唱会”等 9 项主题活动。
5万多名师生和员工迅速行动，
高效推进，广泛参与，影响力十
足，9项主题活动全面展开。其
中，募集字画作品近 200 余件，
精选了 120 件作为此次慈善拍
品，拍品中不乏中国名家书画
院名誉院长刘国辰，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艺术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宋
荣欣等捐赠的作品。李丽现场
发出倡议，呼吁大家伸出温暖
之手，用爱心扶危济困，传递华
信慈善力量。

在义拍捐款环节，与会者
踊跃参与，挑选中意的作品。
书画作品《力争上游》《威震山
河虎佑平安》《前程似锦》《国
色天香》《兰亭序》等获得了多
位集团高管的青睐。由河南
省书协会员、元常书院院长李
汉民义捐的书法作品《情暖中
原、爱在华信》被李向阳以 50
万元拍得。

经过 2 个多小时的慈善义
拍和捐款，此次活动共募集善
款87.9782万元，将全部交到中
原华信慈善基金，帮助需要的
人。

伴随着中原华信集团“走
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华信慈
善的火种已从新郑传递到林
州、新蔡、镇平和灵宝，未来，中
原华信集团爱的触角，将伸向
更远的地方。

中原华信集团义拍捐款
为公益贡献力量

“我和老伴儿年纪大了，不晓
得怎么用手机挂号，在自助机上
挂号就更不会了，真让人着急！”
王女士和老伴儿站在郑州大学附
属郑州中心医院（郑州市中心医
院）门诊部自助挂号机前犯了
难。王女士和老伴儿平时用的都
是老年手机，连短信都不会发，更
别说自助挂号、预约就诊了。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
化服务改变了人们的就医方式，
医疗服务变得越来越便捷。不懂
网络、不会操作自助机、不会使用
智能手机，对老年群体来说，现代
化的就医模式是否给他们带来了
便利呢？
不会用智能手机也不耽误看病

在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导医和志愿者的主要职责之
一就是引导老年人学习和适应智
能化就医模式。很快，门诊导诊
徐护士看到了王女士和老伴儿脸
上的焦急，第一时间上前询问：

“阿姨，您要挂号吗？哪里不舒
服呀？”了解情况后，徐护士说：

“老年人就诊不用办卡，凭身份
证、社保卡、电子社保卡、电子健
康卡，输入身份证号就可以挂号、
就诊、结算、查询。”

徐护士拿着王女士的身份证
在自助机上输入手机号建档后，
以症状为导向帮助她顺利挂上了
专家号，并告知老两口下次就诊
可以提前一天拨打96595咨询热
线进行预约挂号。

“没想到在这里电话预约挂
号这么方便！”王女士说。

近年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
中心医院探索出了传统服务方式
与智能化服务相融合的模式，使
传统就诊方式变得更完善了，老
年人也从信息技术发展中收获了
幸福感。
帮助老年人迈过“数字鸿沟”

对于没有微信、不会使用扫
一扫功能的老年人，遇到住院、健
康咨询等各种问题，拨打“96595”
热线后，会有工作人员耐心帮忙
解决问题。该院2017年5月筹建
的“96595”银杏·健康服务平台，
通过24小时免费服务，实现了健

康咨询、预约诊疗、医联体双向转
诊、综合调度、四级随访、投诉建
议、满意度调查等，能够“一键式”
解决老年患者的需求。在全面推
进数字化医院建设的过程中，智
能导诊、云上问诊、扫码取药正在
逐渐成为该院的常态。

智慧助老不仅仅是一个口
号，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积
极推动解决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
术方面遇到的困难，采取了诸多方
便老年患者就医的服务措施。该
院专门成立智慧门诊宣教群，要求
导诊护士每人每天在各个候诊区
域宣教不少于5次，帮助老年人熟
悉掌握智慧就医流程。

78岁的赵老先生，每个月都
会来该院肝胆胰外科找医生复
查，护士在候诊区主动教他如何
通过微信公众服务号查询化验结
果。仅用了几分钟，赵老先生便
学会了使用微信查看报告结果，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出现找不到化
验单而去医院重新打印的情况
了。

不仅仅是化验结果可以随时

通过网络查询，过去到医院看病，
一般情况下需要排三四次队；现
在，在志愿者的指导下，赵老先生
通过微信预约挂号，可以足不出
户通过视频接受医生问诊。医生
还可以通过平台查看他的所有就
诊记录，在线开具电子处方，医保
在线实时结算。此外，该院还在
全市率先开通了送药到家服务，
解决了老年人的诸多不便。

传统就诊服务更加完善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在门诊总服务台和各个分区均安
排了多名导医或志愿者，专门为
没有智能手机或不会使用手机的
老年人提供咨询、预约就诊、就医
指南、分诊引导及解释工作。

导诊护士小张说，她曾遇到
一位 84 岁的孤寡老人，耳背，听
不清人说话。小张便拿出纸和
笔，把所有需要沟通的话写到纸
上。老人识字，把诉求告了小张，
小张在纸上写着：“爷爷，我知道
了，您放心，我帮您把药买好，您
在这儿休息一下，我马上取药。”
不一会儿，小张就把药品全部交

给了老人。老人眼泛泪花，说：
“妞儿啊，谢谢！谢谢！谢谢！”

这是该院向就诊老人提供全
程优质服务的一个掠影。在门诊
综合服务中心，该院专门设立了
老年人就诊服务处和老年人优先
就医窗口，配备沟通能力强的护
理人员，负责为老年人提供咨询、
预约就诊、挂号、收费、取药、医保
报销、入（出）院办理等服务。自
助机操作区均有引导人员，现场
指导或帮助老年人挂号和打印报
告单。候诊区护士会根据老年人
实际情况进行提前就诊安排，如
果遇到专家号紧张的情况，门诊
办公室工作人员会酌情帮助独自
前来就诊的高龄老人找专家进行
弹性门诊加号，保证高龄老人顺
利就诊，真正实现了老年人优先
就诊、优先交费、优先检查、优先
取药、优先住院。

疫情期间，该院还设置了“无
健康码”查看专用通道，配备工作
人员对没有健康码的特殊人群手
工登记填写流行病学史情况，最
大程度方便老年人就医。

在这里 老年人就医很方便
本报记者 史 尧 通讯员 封 宁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
员刘昶甫）12 月 16 日，郑州市第
十六人民医院与郑州澍青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签约，该院正式成为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医院。今后，双方将进行深度合
作和融合，建设临床实践教育基
地，实现专业技术人才的双向流
动，培养“双师型”教师和“双师
型”医师，医教结合、共同提升。

依照协议，郑州市第十六人
民医院专业技术人员中符合教
学资质要求的将被郑州澍青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聘任为专任教
师或客座教授，参与学校的教育
教学工作或开展医院文化与专
业发展的系列讲座；医院将聘请

学校高层担任发展顾问，并定期
进行系列讲座；学校将派教师深
入医院一线岗位，直接了解岗位
职业标准，并将行业标准纳入课
程内容，真正做到课程内容与行
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诊疗过
程对接，提高教师的“双师型”素
质。此外，双方还将合作进行各
种类型、各个层次的科技项目研
究开发，共同完成相应的科研项
目。

“双方的深度合作能够把医
院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及
时准确地反馈给学校，共同制定
培养目标，确定课程设置、实训
内容和技能评价标准，提高技能
型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医院和地

方医疗对专业技能型人才的需
求。”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常务副校长王晨说，医院同时
能利用学校的资源优势，定期对
职工进行培训，不断提升职工的
素质和技能水平，为医院发展培
养更多人才。

阳城企业集团总经理、郑州
市第十六人民医院理事长赵志
亮说，此次合作是医校双方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教学实践有机
衔接的一次模式创新，将在人才
储备、教学实践、特色专科等方
面为双方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坚
实的保障，这也将成为医院实现

“建一流医院，创百年品牌”发展
目标的新起点。

12月15日，在漯河市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应急演练现场，急救人员正在转运“患者”。为了
提高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应急反应和处置能力，当天，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开展了应急演练。全
市7支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全部参与，出动应急队员40余人次、救护车辆9台。漯河市120急救指挥
中心及各参演队伍圆满完成了各项演练任务，展示了漯河市应对突发事件的处置水平。

王明杰 纪雨辰 谷东方 李世杰/摄

本报讯 （记者李 季）记者 12 月 16 日获悉，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医疗机
构常态化疫情防控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
医疗机构包括民营医疗机构规范建设发热门诊，
严格落实发热患者闭环管理，加强发热病例排
查，不漏诊一个可疑患者。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落实首诊负责制，做
好每一位发热患者流行病学史的问诊和记录。
所有诊所均应在醒目位置张贴标识，引导发热
患者到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无接诊
发热患者条件的诊所不得接诊发热患者。对未
按照规定对传染病患者、疑似传染病患者进行
接诊、转诊的，将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进行处理。符合接诊发热患者条件的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要严格落实发热患者闭环管理规
定，制定发热患者闭环管理流程，针对发热患者
尽可能使用专用 CT，不能配备专用 CT 的，要在
每位发热患者进行 CT 检查后，进行严格的终末
消毒；对接诊的所有发热患者，均应做好各项登
记。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按照“应检尽检”要求，
对发热门诊患者、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医疗
机构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全部定期进行核酸检
测；对其他人群要主动提供检测服务，确保“愿检
尽检”，落实关于加强核酸检测能力建设的要求，
不断提高核酸检测质量和检测效率，做到结果稳
定可靠、时效性持续提高。不具备独立核酸检测
能力的医疗机构和民营医院可通过与其他医疗
卫生机构或第三方实验室合作等方式，为患者提
供核酸检测服务。凡是开展核酸检测的医疗机
构，不论其级别、类别、经营性质等，均应落实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按规定时间报告检
测结果，保证检测质量。

此外，设有病区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严格
病区探视与陪护管理制度，全面取消探视；原则
上“一患一陪护”，患者与陪护人员均须进行核酸
检测；一位患者确需多名陪护者，每位陪护者都
应进行核酸检测；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应在
入院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史 尧 通
讯员何 阳）12 月11 日，中国援
埃塞俄比亚第22批医疗队全体
队员解除隔离，正式进驻提露
内丝-北京中埃友好医院，并陆
续开展日常诊疗工作。

11 月 27 日北京时间 17 时
（当地时间 12 时），中国援埃塞
俄比亚第 22 批医疗队抵达埃
塞俄比亚，在亚的斯亚贝巴某
酒店开始为期 14 天的隔离。
其间，全体队员克服高原反应
等困难，多方协调，在酒店的
帮助下，严格按照防疫标准和
要求，在酒店会议室多次参加
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援
外医疗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知识在线培训，以及援外医疗
队疟疾诊断、治疗及防控在线
培训。

12 月 9 日，中国援埃塞俄
比亚第 22 批医疗队队长刘瑞

强带领全体队员，认真学习了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际交流与
合作中心下发的《关于加强援
外医疗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并在学习结束
后召开队内座谈会，要求大家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结合隔
离期间培训会上学到的知识，
不断完善各种应急预案，做好
自身防护，为医疗援助提供有
效保障。

“目前，埃塞俄比亚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数量位居非洲
前三，抗疫形势严峻。隔离期
间 ，队 员 们 通 过 线 上 培 训 学
习，丰富了知识，为下一步开
展疫情防控和日常诊疗工作
提供了帮助。”刘瑞强说，在今
后的工作中，中国医疗队将发
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圆满完
成援外医疗任务。“谁能想到，从眼角插进去

这么长的竹签，这段时间可遭罪
了……”日前，在焦作市五官医
院手术室外，一位护士将一根用
纱布包着的竹签拿给患者家属
看，这根竹签有 3 厘米长、0.6 厘
米宽。看着竹签，患者家属惊诧
不已，并连声道谢。

这根竹签是从一名患者的
鼻腔中取出来的。患者陈女士
今年55岁，左眼肿胀3个月，在当
地医院多次就诊，不见好转，转
至焦作市五官医院。眼科专家
吴化宇接诊后，首先对患者眼底
和视力进行检查，排除了眼球本
身的问题。之后，吴化宇怀疑不
是眼的问题，有可能是异物导致
的。于是，吴化宇详细询问患者
是否受过伤。

这时，陈女士才想起来，3个

月前，自己做家务活时不小心戳
了一下左眼角，眼角出血。患者
到当地医院就诊，医生给予泪道
冲洗、局部消毒、包扎、抗感染治
疗等治疗。几天后，患者左眼眶
周围出现肿胀，又到医院就诊，
口服药物治疗后，肿胀消退。

听了患者的陈述，吴化宇坚
定了自己的判断：异物导致的眼
肿胀，并建议患者进行CT检查，
确定患病部位。检查结果显示：
左侧鼻窦异物、筛板骨折、慢性
鼻窦炎。

转至耳鼻喉科后，医生为患
者实施了手术，并从鼻窦内取出
了竹签。吴化宇看到异物照片
后，庆幸地说：“幸亏这只是一根
竹签，如果是木片之类的东西，
腐蚀会更快，后果会更严重。”

手术后，陈女士康复出院。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冯光耀 李静雅）12月15日，郑
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街院区
揭牌。这标志着，该院与郑州市
第十五人民医院开启为期 10 年
的合作共建。

在揭牌仪式上，郑州市上街
区人民政府与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明确
自2021年起双方采取合作模式，
将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建设
成为基础设施好、专业学科强、
技术水平高、医疗服务优、医院
环境美的县级综合性医院。双
方将积极探索公立医院改革，创
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优
质医疗资源下沉，提升区域医疗
水平，积极探索集预防、医疗、教
学、科研及远程医疗为一体的全
面合作发展模式。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还
将组建专家团，对郑州市第十五
人民医院申报二级甲等医院、三
级医院项目进行设计及评审把

关。根据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
院的实际需要，郑州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定期派出医疗和护理专
家到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指
导工作，长期派出住院医师或主
治医师到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
院工作，指导和帮助相关科室开
展新技术和新项目。双方还将
构建区域卫生健康服务网，开启
互联智慧健康服务，实现线上、
线下协同服务。

“上街区人民政府与郑州大
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合作，旨在提
升郑州市第十五人民医院在上
街区的引领、辐射作用，整合包
括妇幼保健、中医、卫生院、社区
等在内的区域医疗资源，建立区
域医学中心。”郑州市上街区委
书记宋洁说。

据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党委书记法宪恩介绍，该院将下
沉优质医疗资源，在管理、技术、
学科、人才等方面对郑州市第十
五人民医院进行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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澍青医专牵手郑州市十六院

一根进入鼻腔的竹签
□王正勋 侯林峰 何光峰

郑大二附院上街院区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