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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
员陈爱云 肖婧菁）23 年来，河南
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间盘中心始
终坚持微创治疗椎间盘疾病，结
合膝关节单髁治疗技术以及康复
和医学运动，打造运动系统疾病
治疗品牌，做到“防、治、康”一体
化，提升了患者的就医获得感。

据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椎
间盘中心主任周红刚介绍，该中
心从最初单纯的椎间盘摘除到椎
管狭窄治疗，从腰椎到颈椎及胸
椎，从单纯的减压到融合，实现了
脊柱退行性疾病微创治疗全覆
盖。目前，该院累计完成颈椎、胸

椎、腰椎内镜手术 2 万余例，局麻
内镜下微创治疗胸椎管狭窄症、
颈后路宽通道内镜技术治疗颈椎
病、侧方椎间融合联合脊柱内镜
技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合并腰椎
不稳这 3 项技术，经过查新证实，
填补了国内外空白。

为了给患者提供更加精准的
治疗，该中心专门针对颈椎、腰
椎、胸椎等脊柱复杂疑难病例进
行会诊，为患者制定最佳治疗方
案。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副院
长袁启东说，椎间盘中心是该院
专病专科建设的重点专科，秉承
资源共享、平等自愿、协同发展的

原则，开展技术帮扶、加强学科建
设、创新人才培养、促进科研合
作、强化远程协作等，先后承办了
2015 年全国脊柱微创新技术研讨
会暨中原第三届脊柱内镜学术大
会、2016 年全国脊柱微创高峰论
坛、2017 年第二届十省市微创脊
柱联会。

自 2010 年以来，该中心举办
国内外脊柱内镜微创医师研修班
共 126 期，已有 31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以及印度、巴基斯坦、伊
拉克、马来西亚等国家的 400 多家
医院、2500 余位医生参加了学习
班。

为推动优质资源下沉，2016
年，该院面对河南省 18 个地市及
108 个县（区）医院和国内骨科、脊
柱科、疼痛科等相关专业医生举
办脊柱内镜微创技术公益培训
班，2018 年6月开展国内唯一一家
在院内完成集理论讲课、手术直
播、模拟操作等为一体的脊柱内
镜微创沙龙暨实体操作培训班。
目前，培训班已举办 34 期，培训人
员达数百万人次。该院积极响应
国家“精准扶贫”的号召，持续开
展健康扶贫对口帮扶工作。2017
年 4 月，该院牵头成立国内首个跨
省域椎间盘病专科联盟，目前已

有 14 个省份 87 家医院相继加入
联盟。专科联盟的成立促进了我
国脊柱内镜微创技术的进步和发
展，使更多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先进的技术。

在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
中华医学会国际骨科大会上，马
海军、王必胜、宋坤锋、贾晓玮等
青年专家的学术报告，赢得广泛
关注。2018 年、2019 年第四、五届
东盟微创脊柱外科技术年会，周
红刚作为受邀专家率团参会，马
海军在大会上就胸椎、镜下融合
的微创理念和经验与脊柱微创同
道进行分享。

本报讯（记者史 尧）记者
1月6日从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
了解到，2020 年“中华健康快
车”三门峡站共计完成白内障
手术 1210 例，年龄最大的患者
97岁，最小的13岁，手术成功率
达到 100%。术后，患者视力得
到明显恢复。

2020年“中华健康快车”三
门峡站获得了三门峡市政府的
大力支持，成立了由市卫生健
康委、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
管理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的领导小组，通力协作，排除重
重困难，为车辆停靠做了大量
工作，仅 6 天时间就完成了水
电、排污、通信、环保、消毒、疫

情防控、检测等一系列准备工
作，为后续白内障手术的顺利
开展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作为“中华健康快车”基地
医院，三门峡市中医院承担了
此次活动的宣传和白内障患者
筛查任务，并与各县（市、区）卫
生健康委密切配合，历时 4 个
月，走遍全市50余个乡镇，免费
筛查眼病患者 1 万余人。该院
成立了“中华健康快车”活动领
导小组，下设宣传组、技术组、
后勤组和安全组，制定了实施
方案，规范了各项工作流程，并
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培
训。

三门峡市中医院各相关

科室密切配合、加班加点，安
排专人负责筛查登记、通知患
者、入院体检、术前上车、术中
护理、术后回院等工作，同时
根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及时召开协调会，不断调整、
优化活动流程，确保各项工作
落细落实。为了解决白内障
患者的住院问题，该院在用房
及病床紧缺的情况下，腾空西
病房楼六楼，调整部分科室床
位，专门成立了拥有 60 张床位
的“健康快车病区”，并配置病
号服、被褥、物品摆放架等设
施60套。

“中华健康快车”是由香港
企业家和普通市民发起捐款，

经特别设计建造的、设施完备
的眼科火车医院，白内障手术
全程免费，是慈善、扶贫项目。

从2020年10月17日“中华
健康快车”三门峡站活动正式
启动，到 12 月 17 日活动结束，
这个火车医院几乎每天都会迎
接数十位受白内障困扰的患

者。他们家庭贫困，因为白内
障而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甚
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据了解，此次是“中华健康
快车”第 3 次停靠三门峡，截至
2020 年年底，已累计为近 4000
名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了复明
手术。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员朱之韵）10
年~15年是生物瓣常规衰败的期限，当生物瓣
衰败，很难耐受再次手术的老年患者怎样才
能获得健康？1月6日，记者从华中阜外医院
了解到，该院心外科专家为主动脉瓣生物瓣
置换术后瓣膜钙化、重度狭窄患者，成功实施
了经皮介入主动脉“瓣中瓣”植入术。

今年73岁的王老太太突然心慌、胸闷加
剧，在家蹲下拿东西的时候突然晕厥，被送往
当地医院治疗，症状缓解后来到华中阜外医
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华中阜外医院成人心外三病区主任谢周
良接诊后，为患者完善相关检查。心脏彩超
检查结果提示：主动脉瓣置换术后人工生物
瓣老化，主动脉瓣位人工生物瓣狭窄（重度）
并关闭不全（轻度），二尖瓣中度关闭不全。

王老太太是谢周良的老病号了，12 年前
就接受过主动脉瓣置换术。可是，随着时间
推移，生物瓣发生老化、钙化，导致重度狭
窄。这次入院，患者的EF值（左室射血分数）
只有22%，远低于正常值，心功能极差。这种
情况必须手术治疗，否则随时都会出现生命
危险。

心外科、心内科、麻醉科、体外循环等多
学科专家讨论后，决定用经皮主动脉瓣植入
（TAVI）的手术方式为患者实施“瓣中瓣”手
术，这需要在患者多年前放置的生物瓣架中
再次进行瓣膜置换，即“在坏的瓣膜中放置新
瓣膜”。

术中，专家团队按照既定方案，成人心外
一病区副主任医师王圣、三病区副主任医师
杨志远精准操作，实施经皮生物瓣植入术。
食道超声及主动脉根部造影检查结果显示，
未见瓣周漏，冠状动脉开口良好，二尖瓣返流
减轻，手术顺利完成。整个过程仅仅2小时，
如果是传统的二次开胸、体外循环下手术，一
般需要5小时~6小时，且患者恢复缓慢。

术后，患者直接返回病房，恢复7天便健康出院。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出现生物瓣衰败的患者往往年龄较

大，还伴随骨质疏松、多脏器功能不全等多种问题，进行二次开胸
手术风险及死亡率都很高。

“这项技术的开展，可以避免开胸带来的创伤，手术时间短，
风险低，为年老体弱、曾有外科手术经历、目前身体状态差不耐受
外科手术的患者提供了新的选择。”王圣说，经查阅文献，华中地
区尚无此类手术的报道。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
卫永强 郭晓慧）记者1月7日从国家
医学考试中心获悉，漯河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应届毕业生
2020 年执业助理医师通过率达到
53.4% ，超 出 河 南 考 区 总 通 过 率
（16.22%）。

近年来，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始
终把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摆在突出位
置。在全面提升教育质量的过程中，
学校坚持借标准定质量、靠课改提质
量、以师资保质量、用评价促质量，在

育人方式、质量标准、课程改革、教师
队伍、评价体系等方面采取多项举
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创新育
人方式，坚持践行“三全育人”理念，
教学-学管联动，积极推行“三个习
惯、三张处方”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强化医教协同机制，形成“产教
融合、校院合作”的特色化育人模
式；健全教育质量标准，结合《高等
职业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标准》，
紧扣《临床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
纲》，整合授课内容，修订完善专业

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深化课程教材
改革，组织编写全科型、应用型、技
能型产教深度融合的校本教材；充
分利用临床医学国家级教学资源
库，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构建
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临
床医学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处处
能学、时时可学”的开放性大学堂；
医疗系自筹资金近 10 万元，搭建医
考直播平台，组织骨干教师利用周
末、晚上为往届毕业生免费开展医
学综合及实践技能指导培训，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

近日，在信阳职业技术学
院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病区上演
了感人的一幕……“这半年来，
多亏了你们提供的家庭护理，
像我们这样行动不方便的病
人，每次去医院都难啊，尤其是
天 气 不 好 的 时 候 ，就 更 发 愁
了。现在好了，有你们上门护
理，耐心，技术又好，真是太让
我们感动了……”张女士一边
说一边将写着“关怀备至、待患
如亲”的锦旗送到神经内科病
区护士刘玲的手里。

原来，张女士的爱人王先
生患有鼻咽癌、大面积脑梗死，
偏瘫，治疗后在家卧床疗养，行
动不便，平日进食主要依赖胃
管。然而胃管需要定期更换这
件事，可让张女士一家犯了难，
每次去医院都得一家老小齐上
阵，非常困难；后来听说信阳职
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有家庭医
护服务，只需要在手机上一点，
专业护士就能上门服务，这可
把张女士等高兴坏了，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下了订单。

该院护理部接到订单后，
立即安排护士刘玲上门对王先
生的病情进行全面了解与评
估。评估后，刘玲为王先生更
换了胃管，并给张女士耐心讲
解日常需要注意的事项，从胃
管的正确使用、饮食的合理配
比到如何正确翻身叩背等，专
业的技术和耐心体贴的服务让
张女士一家终于放心了。

在护理服务中，刘玲还专
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用她的
话说，“这是个护理小宝箱”，
里面详细记录了每一次上门
服务时王先生的情况，包括饮
食、大小便、肢体活动、心理状
况等，以便提供更加全面系统
的护理服务。刘玲还经常通
过微信了解王先生的情况，在
得知王先生情绪低落、不愿意
配合家属时，刘玲搜集很多笑
话讲给王先生听。在她细心
专业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
怀 下 ，王 先 生 的 身 体 日 益 恢
复，张女士的脸上也露出了久
违的笑容。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刘 冰 郭瑞华）“我
们素未谋面，因为一本书结缘，希望这本书带去我对你
的祝福”……这是洛阳市妇幼保健院扶贫办工作人员在
整理捐赠书籍时发现的寄语。近日，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发出了为对口帮扶村杨坪村捐赠图书的倡议，全院干部
职工积极响应，短时间内捐赠书籍1180本。

为了便于杨坪村对书籍进行管理和群众阅读，洛阳
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用时4小时，对书籍进行了整理，
按类装箱。

就在几天前，驻马店市第一人
民医院儿童康复科一病区发生了
一件让大家非常开心的事：刚刚过
完 4 岁生日的重度脑瘫患儿乐乐
（化名）成功迈出了他人生的第一
步。这一步，乐乐的奶奶和儿童康
复科一病区的全体医务人员等待
了很久。

乐乐1岁4个月之后还不会走
路，奶奶带着他来到驻马店市第一
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一病区。朱
宏伟主任给乐乐进行了专业的检
查和评估，确诊为脑瘫。乐乐的奶
奶抱着乐乐哭了整整一天，朱宏伟

给乐乐的奶奶做了一天的思想工
作，安慰了她一天，并告诉她现在
的首要任务是立即进行专业的康
复训练，为孩子争取最好的治疗，
并表示将竭尽所能让孩子尽可能
恢复功能。朱宏伟特地为乐乐安
排了优秀的康复治疗师，并制定了
精准的康复治疗方案。

两个月过去了，乐乐终于可以
直腰坐了。转眼乐乐到了2岁6个
月，在儿童康复科一病区全体医务
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乐乐终于学会
了爬行，虽然这是同龄孩子 8 个月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但对乐乐来说

却非常不容易。
乐乐学会爬行之后，朱宏伟就

建议乐乐的奶奶尽量让孩子练习
站立，但是站立对乐乐来说异常困
难。这个时候，朱宏伟建议给孩子
做一双矫正支具，以更好地辅助孩
子进行站立训练，但是一双矫正支
具的价格对这个已经一贫如洗的
家庭来说太难了。乐乐的奶奶为
此常常在病房里偷偷流泪，朱宏伟
看到后，立即发动科室医务人员为
乐乐进行捐赠，不到半天时间便凑
齐了钱。很快，乐乐就穿上了属于
自己的矫正支具，终于可以在外力

的帮助下进行短暂的站立了。
因为家庭非常贫困，乐乐的奶

奶为了节省生活费一天只吃一顿
饭。儿童康复科一病区的医生、护
士、治疗师们会时不时给乐乐奶奶
带一份饭，为了打消乐乐奶奶的顾
虑，常对她说是买多了，吃不完就
浪费了，所以送给她吃。

一年又一年，儿童康复科一病
区医务人员你带点儿衣服，她带点
儿奶粉，我带点儿早餐……这些事
大家做得无怨无悔，只期盼着孩子
能尽快康复。

后来，为了减轻乐乐的家庭负

担，该院积极协调，让其享受了精
准扶贫政策，基本上为孩子减免了
全部的治疗费用。与此同时，国家
又推出了6岁以下残疾儿童康复精
准救助民生工程，朱宏伟和副主任
杨美群第一时间为孩子争取到了
救助名额，并帮其办理了申请手
续。

功夫不负有心人，乐乐终于
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这一步对
正常的孩子来说，可能只需要一年
左右，但是乐乐却用了4年，儿童康
复科一病区全体医务人员为了这
一天也整整努力了2年8个月。

测量体温、填表登记、健康咨询、接种疫苗……1月6
日上午，南阳市首批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者——来自某食
品公司的25名冷链工作人员，在完成一系列接种前准备
后，进入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接种区接种疫苗。根据安
排，即日起全市262家接种单位将陆续开展接种工作，春
节前将完成6类重点人群的紧急接种工作。下一步，其
他相关人群的接种工作将会全面、有序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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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员武艳明）近日，安阳
市再次被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
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授予“2018-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
血先进城市”，这已是该市第12次获此殊荣。同时，安阳
市中心血站获得全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

国家卫生健康委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央军委后
勤保障部卫生局每两年开展一次全国无偿献血表彰活
动。在此次表彰中，安阳市共有6447人获得国家无偿献
血奉献奖（其中金奖998人、银奖1672人、铜奖3777人），
12名无偿献血志愿者获得国家星级志愿奖，无偿献血奉
献奖获奖人数比上一届增加了20%。

记者了解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安阳市相关部
门通力协作，全社会广泛参与，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显
著成绩，临床用血全部来自公民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
血人次和采血量22年连续增长，不但确保了该市临床用
血需求，还支援北京、武汉等地临床用血。2018 年至
2019年度，安阳市献血总数为158556人次，其中献全血
150164 人次，单采血小板 8392 人次（14892 个治疗量）。
2019年，千人口献血人次为13.4，固定献血者比例达到
52.5%。无偿献血工作持续走在全国前列，为安阳市创
建国家文明城市、全国卫生城市及健康安阳建设做出了
贡献。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郭杰辉 赵跃兵）近
日，在2020年中国心血管健康大会、第十届中国胸痛中
心大会及2020年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心血管病学年会
上，新郑市人民医院常务副院长、胸痛中心主任王广军
代表医院接受了国家标准版中国胸痛中心授牌。

2019年4月，新郑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正式启动。
在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下，全院职工勇担使命，大力推
进胸痛中心建设。2020 年 8 月 15 日，经过全院职工的
努力，该院成功通过中国胸痛中心（标准版）现场认
证。这标志着新郑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又迈上了一个
新台阶。

国家标准版中国胸痛中心是通过院前急救系统及
医院内部多学科合作建立的区域协同救治体系，为急性
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肺动脉栓塞和张力性气胸等以
急性胸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急危重症患者提供高效、便
捷的快速诊疗方案，统一诊疗规范、优化诊疗流程，以缩
短救治时间、改善预后和减少医疗费用支出，具有较好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新郑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全面整合急诊科、心血管
内科、介入导管室、检验科、医学影像中心、心电图室等
优质资源，利用多学科协作的方式，采用区域协同救治
机制，独立开展复杂冠状动脉介入、急诊PCI（经皮冠状
动脉介入治疗）、临时起搏器植入、主动脉内球囊反搏、
肺栓塞的诊断与治疗、主动脉夹层诊治等，为胸痛患者
提供高效、便捷的治疗。

目前，新郑市人民医院的D-to-W（从患者进入医
院大门到PCI）时间可缩短至19分钟，平均55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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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三院微创治疗椎间盘疾病

4年后 乐乐迈出了人生第一步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李明华 邢小宝

将护理服务送上门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周 丹 刘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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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人民医院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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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临床医学应届毕业生参加执业助理医师考试

漯河医专通过率达到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