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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一线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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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医生来了，到我家里喝口水
吧……”近日，温县妇幼保健院组织
义诊队伍下乡，为群众进行健康体检
和健康科普宣传，一位群众看到内科
主任郑国芬，就热情地打招呼。郑国
芬是一位热衷于义诊、下乡、扶贫的
医生。郑国芬说：“为群众讲解科普
知识，能够提高群众的防病意识。每
次下乡义诊，我都能认识很多村民，
有的成为无话不说的朋友。”

从医近30年的郑国芬专业基础
知识扎实，临床诊疗经验丰富，来找
她治病的患者不仅有温县本地的，
还有许多外地慕名而来的。患者眼
里的郑国芬是一位待患者热情周
到，治病效果好的医生。

在坐诊时，郑国芬时常会遇到
肢体受伤后，发生感染的糖尿病患
者，伤口处散发出恶臭气味，以至于
患者的家人都不愿意接近。但是，
郑国芬总是微笑着询问患者的病
情，慢慢为患者清理创口、换药以及
嘱咐服药注意事项等。70多岁的糖
尿病患者周某患了拇指坏疽，四处

求医，服药治疗，均未取得明显效
果。后来，周某经亲戚介绍，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找到郑国芬治病。郑国
芬接诊患者后，经过查体问诊，上网
查阅相关资料，向上级医院的专家
请教等，精心调制出治疗糖尿病的
膏药。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周某
痊愈了。现在，郑国芬不仅调制出
专治坏疽症的一种特制膏药，还在
医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得到
了同行专家的肯定。

作为一位内科医生，郑国芬却
长期保持着急诊科医生的“反应”。
一年 365 天，郑国芬的手机保持 24
小时开机，确保第一时间与患者取
得联系。有一天夜里，郑国芬接到
医院的急诊电话后，匆忙穿衣出门，
骑着电动车往医院疾驰而去。不
料，在漆黑的夜里，由于车速太快，
不慎摔倒在地。当时，她没顾上查
看伤情，一直坚持到会诊结束，才发
现自己的胳膊、腿部摔伤了。在诊
室里，许多患者来找郑国芬治病，她
就拄着双拐坚持为患者治病。

多年来，郑国芬所在的科室从
来没有发生过医患纠纷。相反，时
常有患者来感谢郑国芬。温县岳村
乡吕村的石某，患糖尿病多年，因长
期治病服药，花完了家里的积蓄，家
庭生活困难。几年来，石某每次犯
病，总会请郑国芬为她治病。石某
的孩子在外地上学，丈夫在外务工，
身边没人陪护，郑国芬便为其喂饭、
购买生活必需品等。

自健康扶贫工作开展以来，郑国
芬经常深入贫困户家中，察看贫困户
的生活状况，并送去慰问品、药物
等。郑国芬结对帮扶贫困户王某的
儿媳妇因子宫肌瘤来医院做手术期
间，郑国芬帮其办理住院手续，多次
到病房看望，并送去慰问金和慰问品
等。从指导患者康复治疗到饮食指
导，郑国芬得到了困难群众的好评。

多年来，郑国芬收获了很多荣
誉和锦旗，但郑国芬说：“成为一位
得到群众好评、领导满意的医生，是
我一生的追求。”

（王正勋 侯林峰 闫腾飞）

她是许多农民患者的朋友

“胡书记，您一定收下这面
锦旗，要不是您帮扶，我们一家
肯定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020 年 12 月初，新野县上庄乡
马集村驻村第一书记、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执法队队长胡旭晟，在
随访贫困户时，贫困户王某的家
人将写有“驻村帮扶办实事，情
系群众解民忧”的锦旗送到他的
手中。

王某以前患有精神疾病，时
常有暴力倾向，家人不仅需要为
他治病，还要为他做心理疏导，时
刻关注他的病情，着实占用了大
量精力、时间，且花了许多医药
费。王某因为种种原因也没有办
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
治疗花费太大，家里负担不起，所
以成了贫困户。

胡旭晟了解王某的情况后，
多方联系新野县医疗保障局，申
请开通绿色通道，为他办理了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随后，胡
旭晟又联系上庄乡扶贫办公室
等部门，为其办理了精神疾病患
者医疗绿色通道；联系车辆和驻
村工作队队员王旭东、秦吉善一
起，将王某送到南阳市第四人民
医院接受免费治疗。待王某的
病情有了好转，出院后，胡旭晟
又联系上庄乡卫生院精神病科
继续为其做康复治疗。王某在
住院期间，胡旭晟和马集村脱
贫责任组组长王岭还为其申请
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

“胡书记对我们真好！他经
常看望我们，我们缺啥，他送啥！
我们心里乐开了花！”类似这样的

话语在马集村村民中口口相传。
“前几天，我卖了 4 只羊，收

入4000多元。”2020年12月底，贫
困户王正红和串门的邻居们拉家
常时说，“我很感谢胡书记，在他
的鼓励与帮助下，我走上了养羊
致富脱贫的道路。”在胡旭晟的帮
助下，依靠养殖收入和政策补贴，
王正红的生活逐渐好起来。如
今，王正红不仅盖起了新房，娶上
了媳妇，还被南阳市政府评为勤
劳致富的榜样。

“去年，我家足月生产的小牛
犊连续死了几个，我非常着急。
当时，胡书记一边安慰我，一边联
系帮扶本村的畜牧局专家，请教
养殖技术；帮助我清理、消毒牛
棚，重新购买了一头母牛。”贫困
户高进章说，“如今，我家的养牛

产业又红火起来啦！”
“那时候，我儿子体弱，儿媳

病故，感觉像天塌下来一样。为
了增加收入，胡书记把我介绍到
果汁厂工作，有了稳定的经济收
入，我们的生活有了好转。否则，
我的3个孙子孙女估计都要辍学
了。”如今，72岁的贫困户李闪兰
变得开朗乐观抢着说。

据马集村负责人介绍，胡
旭晟不仅多次自费购买生活用
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协调国家
储备林项目，带动刘子喜、赵生
生等村民种植储备林 1190 亩（1
亩=666.67 平方米），种植通道
林 200 亩；还与其他单位联合起
来，组织开展冬季送温暖、夏日
送清凉活动，为贫困群众送去
米、面、油等生活用品；利用自

己的单位优势，为贫困群众申
请红十字会救助，帮扶贫困群
众 34 户；筹集资金 30 万元，修
建通村水泥路 2 公里。

“党组织的认可和群众的信
任，是对我驻村工作最大的肯
定。作为驻村干部，再苦再累，我
感到很值得。”胡旭晟说。

自2018年10月，胡旭晟到马
集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两年多
来，他从琐碎事情入手，宣传国家
的扶贫政策，解决群众的实际困
难，推动乡村发展，以实际行动和
工作成绩赢得了群众的好评；被
上庄乡政府评为先进个人，被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评为先进典型；
在县组织部举办的“践初心、亮业
绩、展风采”第一书记大比武中荣
获三等奖。

“县级专家下基层，诊疗就在卫生
院，要说政策好不好，一个字‘赞’！”近
日，在郏县薛店镇卫生院，患糖尿病20
多年的 69 岁的范某，经过郏县人民医
院专家曲东显系统、规范治疗后，血糖
得到了有效控制，谈起现在的就医感
受，他如是说。

据郏县医疗健康集团薛店分院院
长李海涛介绍，自紧密型县域医疗健
康共同体（简称医共体）成立以来，大
大提高了基层服务能力，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的优质医
疗服务。

龙头带动，从县级强到县域强
“多亏万医生及时发现了我的病，

否则后果真不敢想！”在郏县医疗健康
集团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患者
陈某对该院的胸痛中心赞不绝口。

据了解，自郏县医共体成立以来，
县级专家定期到该集团分院查房、坐诊、
临床带教。一天，郏县医疗健康集团人
民医院院区心血管内科主任万迎杰在薛
店镇卫生院坐诊，在给患者做心电图检
查时，发现一例胸痛患者。万迎杰立即
通知郏县人民医院启动绿色通道，直接

将患者进入导管室，紧急抢救。由于抢
救及时，抓住了最佳治疗时机。

据郏县医疗健康集团人民医院副
院长、医疗发展部部长叶珺介绍，该集
团以郏县人民医院标准版胸痛中心为
技术支撑，牵头建立郏县胸痛中心网络
平台；与13家乡镇分院建立胸痛联盟，
带教乡镇医务人员学习胸痛紧急救护
知识，并深入乡镇为群众宣教胸痛救护
常识；胸痛中心平台医生 24 小时在线
指导治疗，发现急危重症患者，立即开
通绿色通道，紧急救治。据不完全统
计，2020年1月～6月，乡镇分院经绿色
通道上转至郏县医疗健康集团人民医
院急性胸痛患者 16 人次，医生首次接
触患者到血管打通平均时间为 65 分
钟，最短16分钟，抢救成功率为93%，缩
短了抢救时间，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叶珺表示，郏县医疗健康集团通过
与省级、市级医院和专家平台对接，加
快推进县级医院重点专科建设及胸痛、
卒中、创伤、危重症孕产妇救治、危重儿
童和新生儿救治、肿瘤诊断、慢性病管
理等中心建设。通过优化诊疗流程，提
升县域内急危重症的救治能力，降低患

者致死、致残率，提升县级医疗机构医
疗质量和技术水平。为实现优质医疗
资源共享，该集团依托远程会诊、远程
心电、远程影像、慢性病管理和消毒供
应，实现集团内信息互通，检查结果互
认；推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逐步提升
郏县乡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筑牢“小
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防线。
5G支撑、上下联动，妇幼大咖云端施救

“感谢省级专家和保健院专家的精
心救治！让我们母女平安。”2020年10
月 23 日，郏县茨芭镇吴女士的家人将
一面写有“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医术精
湛，医德高尚”的锦旗送到郏县医疗健
康集团保健院院区，感谢救命恩人。

据了解，2020年10月11日14时19
分，该院区住院产妇因产后出血异常导致
失血性休克，情况危急。危难之际，河南
省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伸出了援助之手。

据该院区业务院长李艳娜介绍，
当时，产科、麻醉科的医务人员正在参
加产科模拟训练营培训。模拟训练营
导师、河南省妇幼保健院麻醉科副主
任医师王涛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跑
到现场开展抢救指导。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产科副主任医师李根霞利用 5G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云上产科远程
对患者抢救指导。经过近8小时抢救，
吴女士的病情慢慢稳定下来，转危为
安。为了表示感谢，郏县妇幼保健院
向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写了一封真挚的
感谢信。

据该院区党委书记、院长王江定
介绍，自郏县医共体建设以来，一是把
中医药服务融入妇幼保健。2020 年 3
月，该集团保健院院区中西医结合科、
康复科与集团中医院院区妇产科、儿
科实现科室共建，使三级妇幼网络建
设进一步延伸，使预防保健的作用再
发挥；二是领办了东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承担社区内的基本公共卫生和
基本医疗服务；三是与河南省妇幼保
健院建立了专科联盟，通过产科急症
多学科模拟训练营的线上培训，提升
了服务能力和诊疗水平；四是通过 5G
远程医疗，与北京安贞医院、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郑州儿童医院等建立了
专科共同体，指导该集团保健院院区
开展远程门诊、远程医疗、危重疑难手

术指导。
家门口养老，中医药服务送到幸福院

“您的血压总体保持得还不错！”在
郏县冢头镇前王庄村幸福院，由县、乡、
村三级医务人员组成的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前往幸福院做健康随访，并叮
嘱李某注意饮食作息。李某感慨地说：

“家庭医生定期上门服务，我在家门口
就能看病养老，这个‘法儿’就是好！”

据郏县医疗健康集团冢头分院院
长周鹏飞介绍，郏县医共体在推进分级
诊疗方面，一是积极推进连续医疗服
务；二是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县级专家定期来到集团分院坐诊，发挥

“专家效应”，把慢性病、常见病留在基
层，提高基层的首诊率；三是在开展医

疗服务的同时，探索实施“家庭签约+
分类管理+团队服务”联动机制，实现
医防融合、防治结合的就诊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冢头镇卫生院分别
与郏县人民医院、郏县中医院开展口腔
科、中医科科室共建，群众在家门口享
受县级同质化诊疗服务的同时，县级专
家手把手培养口腔科执业助理医师和
针灸推拿师，把技术和人才真正留在了
基层，造福了基层患者。

据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主任张利恒介绍，该集团坚持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以建设健康郏县为目标，通
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努力提高县域医
疗机构的综合服务能力，努力实现“县
强、乡活、村稳”的就医新格局。

情系群众解民忧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胡丰旺

补短板 强弱项 郏县医共体建设见成效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菲 菲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姜干营 任雅彬）1 月 3
日，在河南省胸科医院专家田
振宇的指导下，孟津县第二人
民医院成功为一名年仅27岁
的主动脉夹层患者完成支架
植入术。

此次孟津县第二人民医
院收治的这名患者既往有高
血压病史，因突发胸背部撕裂
样疼痛前来医院就诊。心内
科二病区主治医师张宇博接
诊患者后，经过查体，考虑该
患者为主动脉夹层，并让患者
立即完善主动脉彩超检查。
检查结果提示其主动脉内条
索样强回声。张宇博陪同患
者紧急完善主动脉相关检查，
以明确主动脉夹层诊断，并将
患者收治心脏重症监护病房，
于第一时间把病情汇报给科

主任吕冬冬。
吕冬冬与患者家属充分

沟通，告知该患者目前转诊至
上级医院的风险大，最终，患
者家属同意治疗方案。同时，
吕冬冬邀请心内科、心内一区
专家会诊，并向院长刘海朝汇
报情况。

手术日定于 1 月 3 日上
午，邀请河南省胸科医院专家
田振宇指导。孟津县第二人
民医院心内科、麻醉科、介入
室等多个科室联合协作。田
振宇、吕冬冬等专家顺利为患
者实施主动脉覆膜支架植入
术。手术过程顺利，用时 90
分钟取得成功。目前，该患者
的各项生命体征平稳。

该手术的开展填补了该
县主动脉夹层支架植入治疗
领域的空白。

孟津县第二人民医院

开展主动脉夹层支架植入术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徐坤冉）近日，商城县人
民医院骨科二病区医务团队
独立开展首例腰椎经皮穿刺
椎体成形术。此项手术的成
功开展，标志着该院针对骨质
疏松伴有病理性骨折的治疗
迈向一个新台阶。

一周前，78 岁的女性患
者陈某来到商城县人民医院
骨科门诊就诊，自诉胸背部疼
痛难耐，同时伴随活动受限两
周。经检查，医生诊断患者为
骨质疏松性骨折。为减轻患
者的痛苦，提高生活质量，经
过术前综合评估，该院骨科二
病区主任王炜、副主任李方辉
经过沟通，决定为患者选择微
创手术治疗——行腰后路经
皮穿刺椎体成形术。在完善
各项术前准备后，该院骨科二
病区团队通力合作，手术进展
顺利，取得成功。术后，患者

的腰背疼痛有了明显缓解，第
二天便出院。

据商城县人民医院骨科
二病区专家团队介绍，经皮穿
刺椎体成形术是在局部麻醉
下，通过0.5厘米小切口将特
制的手术器械放在患者的椎
体内，将脊柱压缩部位通过球
囊扩张撑开复位，然后注入

“骨水泥”或者不撑开直接注
入“骨水泥”，使被压缩的椎体
得以加固，从而达到迅速止痛
及恢复椎体高度的效果。

此种手术具有创伤小、出
血量低、见效快等特点。患者
在术后 24 小时可下地活动，
大大缩短了患者的住院及康
复时间。

该手术的成功开展为商
城县人民医院骨科微创技术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诊
疗服务。

商城县人民医院

实施经皮穿刺椎体成形术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李志成 张可强）日前，伊
川县人民医院成功开展全县
首例喉部恶性肿瘤全喉切除
手术，填补了该县喉部肿瘤诊
疗领域的空白。

前段时间，69 岁的郭某
以“声音嘶哑 7 个月”为主诉
入住伊川县人民医院耳鼻喉
科。喉镜检查结果显示：左侧
声带有一肿物。病理诊断结
果显示：鳞状细胞癌。医生结
合郭某的病情，经科室专家会
诊，决定为其实施肿瘤全喉切
除手术。由于此手术为县域
内首例，且颈部解剖结构复
杂，存在较大的手术风险，为
确保手术安全，降低手术风
险，科室主任周书波同科室团

队与上级医院专家进行讨论，
全面评估郭某的病情后，制定
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和应急预
案。在郭某家属的配合下，医
生为郭某行全身麻醉下“喉全
切术+气管造瘘术+双侧颈部
淋巴结清扫术”。

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
郭 某 的 肿瘤被医生成功切
除。术后，医务人员对郭某进
行精心护理。目前，郭某已康
复出院。

周书波说，喉部肿瘤分为
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主要表
现为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咳
嗽、吞咽困难、颈部包块等。
他提醒大家，一旦发现有上述
症状，应尽快到正规医院就
诊，以免贻误病情。

伊川县人民医院

为喉部肿瘤患者成功手术

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束后，我如约
回到民权县北关镇中心卫生院工作，且受到
卫生院领导的重视。可是，面对陌生的环
境，不熟悉的同事和有别于培训医院的工作
模式，我彷徨了；看到卫生院的诊疗设备不
完善、药品不齐全等，我迷茫了。面对困难，
我选择积极应对，想用自己所学回报家乡的
父老乡亲。在坐诊时，我牢记一位全科医生
肩上的职责，不仅看患者的身体疾病，还关
注患者的心理健康，运用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诊治每一名患者。刚开始，因为不
被附近的群众所熟识，所以来找我就诊的患
者并不多，一天下来就诊的患者非常少。对
此，我主动承担起卫生院的慢性病宣传教育
工作，帮助群众办理慢性病手续等。这样，
来就诊的患者逐渐多起来，我适时讲解合理
用药知识等，得到了村民的好评。

一天晚上来了一个发热患儿，测量体温
为 39.5 摄氏度，我给予退热处理后，仔细查
体，发现患儿的双侧扁桃体化脓，脓胎附着，
就用棉签蘸碘甘油为患儿擦拭脓胎，引来了
同事们的围观。原来，我运用的这种临床处
理手段在三级医院是很常见的，但在卫生院
却是第一次。第二天，患儿的体温恢复正
常，病情稳定。从此，处理化脓性扁桃体炎，
卫生院不再单纯打消炎针。这样，一方面可
缩短治疗周期，另一方面也为患儿家庭减轻
了经济负担。为此，我得到了同事的认可。

我影响着卫生院，卫生院也影响着
我。周围乡亲们对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
血症等疾病重视程度不够，往往出现了并
发症，才开始治疗。对此，我对每一个就诊
患者细心指导合理用药和讲解养成健康生
活方式的益处；对患者定期入户随访，确保
能够及时用药，避免了不合理用药或用错
药现象。

在基层，许多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不按
时服药；卫生院的药物种类少、数量少，不能满足患者的治
病需求；很多患者是以并发症为首诊，此时已经错过了最
佳治疗时期。对此，我选择从细微处着手，逐个击破，取得
明显效果。比如在贫困户和老年人体检时，会有许多糖尿
病患者需要做进一步检查。针对这些患者，我适时讲解合
理用药知识和健康饮食指导；我找出全镇糖尿病患者的联
系方式，利用闲暇时间逐个进行电话随访，普及科普知识；
我通过联系上级医院的专科医生，对卫生院的医生进行糖
尿病方面的指导，以提高医生对糖尿病的重视程度；通过
努力，大家共同把糖尿病患者管理好、血糖控制合理、用药
知识讲解透彻。这样，一些患者从认识我到信任我，也增
强了控制血糖的信心。

（作者供职于民权县北关镇中心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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