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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

“刚才这个患者患有慢性心功能
不全，需要长期应用利尿剂等药物，导
致出现饥不欲食、口干等症状。我运
用中医理论，辨证其为气阴两虚证。
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补脾阴来缓
解症状……”4 月 19 日，在温县第二人
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宋三军（上图
右一）一边查房，一边向身边的年轻医
务人员讲解治病要领。“这些年积累的
诊疗经验，我都想教给年轻人，让他们
尽快掌握治病技巧，才能为患者提供
更好的服务！”宋三军说。

1983 年，从焦作中医药学校中医
专业毕业的宋三军被分配到温县杨磊
乡卫生院从事临床医疗工作，为了让更
多的患者免遭疾病折磨，宋三军在积极
向资深专家学习的同时，深感自己缺乏
西医理论知识与诊疗技能。于是，他先
后两次到上级医院进修，丰富了自己的
知识，提高了诊疗水平。2002年，他被
调入温县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长期从事心内科工作，宋三军深刻
认识到群众以及基层部分医务人员对
急性胸痛急救知识有所欠缺。恰巧，
2015 年，温县第二人民医院启动了胸

痛中心建设，宋三军就利用这个机会，
向一些医务人员讲解急性胸痛急救知
识。“以前，我时常为一些卫生院的医务
人员讲课，比如岳村卫生院、杨磊乡卫
生院等。自温县第二人民医院启动了
胸痛中心建设后，我讲课的次数就更多
了，就是想尽快提升基层医生的急救能
力。”宋三军说。其间，宋三军都是准备
三四个课件，以满足不同科室医生的需
要。其间，宋三军不仅给乡镇医疗机构
医务人员讲课，还给本单位的同事讲
课；参与整理创建胸痛中心的材料，为
建设胸痛中心尽心尽力。

“目前，因胸痛造成的死亡率比较
高，但通过及时、有效治疗，一些患者可
以被抢救过来。”宋三军说。2017 年 4
月6日，温县第二人民医院顺利通过认
证，成为河南省首家通过认证的基层胸
痛中心。“通过胸痛中心的建设，使温县
医疗机构的胸痛识别和及时处置能力
得到提升，大大降低了急性心肌梗死的
死亡率。”宋三军高兴地说。

宋三军不仅给医生讲课，还热衷
于给群众讲解防病知识。这些年，宋
三军经常到乡村、企业等地方为群众

讲解胸痛急救知识以及心血管疾病防
治知识。宋三军对讲课环境没有要
求，只要有人听，他就乐意讲。他认
为，群众多学点防病知识，就能少生
病，或者尽早发现疾病，这对于疾病预
防和尽早治疗特别有帮助。

如今，宋三军的科普讲课方式也
“更新”“拓宽”了。在坐诊时，他挤出
时间将每一位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拉进
微信群。宋三军和同事时常会在微信
群里发一些实用性强的科普知识，通
过微信群宣传防病知识。宋三军经常
在群里回答大家的咨询。“这几年，群
众的健康意识明显提升了，也乐于关
心健康信息。这充分说明我们采取这
样的科普方式挺好的。”宋三军介绍。
宋三军在做好外部普及防病知识的同
时，还时常带领本科室年轻医生进行
教学查房、学习前沿知识等。“现在，年
轻医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多，年轻人的
接受能力强。我跟他们一边介绍我的
诊疗经验，一边共同讨论与学习。”宋
三军说，“让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加及时
有效治疗是所有医者的心愿。”

（王正勋 侯林峰 李东洋）

在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着装统一、车辆统一、装备统一，
每天穿梭在社区居民的身边，无论
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暑，总能按
时为居民提供贴心的健康服务，被
居民亲切地称为英姿飒爽的社区

“轻骑兵”（如图）。
“精心诊治，医德高尚。”4月9

日，北下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
病区主任林振波从已经康复的患
者崔超文的手中接过锦旗并合影
留念，该中心全科医生张春花开心

地拿出包里的相机，记录下这温馨
的瞬间。

“这仅仅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
缩影。”

“这仅仅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
缩影。”该中心全科医生高飞，是南
顺城社区家庭医生服务团的队
长。据高飞介绍，南顺城社区 87
岁的张春生老人每隔两天都要到
门诊上看望他，一是向他汇报日常
饮食、用药情况；二是咨询保健药
品如何正确购买。高飞说：“每当
听到居民们发自内心的赞许声，我

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里的环境温馨，医务人员

服务细心、周到，我感到很温暖！”
管城区北下街北顺城社区70多岁
的史爱莲老人骄傲地向亲朋好友
介绍。该中心护士长杜丽文说：

“以前，居民把我们当成只会测量
血压的护士，居民的接受程度不
高；现在，我们中心有13支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分别在周一到周四
的下午，轮流到社区宣传防病知
识和医改政策，让群众明白，我们
能为他们提供许多健康服务。现
在，居民的接受能力强，见到我们
都特别热情。”
“你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
“谢谢你们把我的病记在心

上，你们就像我的亲人一样！”不久
前，北顺城社区的王富英女士拉着
张春花的手激动地说，说话间泪流
满面。

据了解，王富英因骶骨骨折，
需要卧床休养。张春花是王富英
的签约家庭医生，需要经常为王富
英进行血糖监测、血压测量以及用
药指导等。由于王富英去女儿家

调养身体，张春花不能提供上门服
务，就每天通过电话随访，指导王
富英日常饮食和康复锻炼。王富
英回到自己家中后，热情地邀请张
春花和同事去她家做客，于是就出
现了上文感人的一幕。
“咱们社区的工作做得很好！”

“咱们社区的工作做得很好！”
前些天，管城区代书胡同社区的白
迪生和杨秀云夫妇来到该中心表
扬了卢娇阳、赵艳、袁木 3 名基本
公共卫生人员，感谢他们手把手教
会了他俩使用智能手机。不仅如
此，对于社区里行走不便的居民，
家庭医生团队不仅提供车接车送
服务，还送药到家，常年风雨无
阻。“我们不仅关心居民的病，还关
心居民的家庭生活。通过踏实干
工作，我们跟辖区居民建立了良好
的互动关系。”该中心公共卫生科
科主任宋
蓓蕾说。

“ 每
周一到周
四 ，家 庭
医生团队

下社区，每周五进行环境卫生大扫
除和科主任轮流讲课，每周六开展
社区义诊。保证‘3+2’服务模式
常抓、可持续、能推进。”谈及快速
发展的“法宝”，该中心党支部书
记、主任李建魁表示，在服务流程
重建方面，结合中心基本的功能定
位，进行人员思想扭转，促进医防
融合发展；在人才培养方面，积极
加入医联体，结合家庭医生团队，
突出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的特色，
实现精准对接，提高基层诊疗服务
能力；在保障服务措施方面，该中
心为13支家庭医生团队配备了13
辆电动车、2辆家庭医生出诊车以
及日常诊疗设备，以便为辖区居民
提供及时、便捷的诊疗服务。通过
环境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促进医患
关系融洽，实现了各项业务稳步发
展的目的。

4月19日，中国人寿（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宛城支公司党支部
组织18名党员、干部到中共南阳第一
支部旧址（1926年5月，中共党员刘友
三、杨士颖等在此成立了南阳地区第
一个支部——中共南阳支部委员会）
开展“重温百年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
凝聚奋进力量”主题党日活动。

据了解，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旧址
位于宛城区黄台岗镇刘宋营村。中
共南阳第一支部党员刘友三、杨士颖
等在南阳市播下了革命火种。目前，
中共南阳第一支部旧址已成为重要
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

在参观学习中，大家走过第一
支部的文化长廊，仔细阅读该支部
创始人的事迹，参观院内各个房间
陈设的物品，追寻革命先辈的足迹，
切身感受那段艰难岁月里，革命先
驱们的初心与使命。通过此次活
动，使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树立学
党史、听党话、知党情、跟党走的坚
定理想和信念。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此次学习活
动，内心感受到强烈的触动。革命先
辈们的光辉事迹令人钦佩。我们要
从红色教育中汲取前行力量，激发奋
进动力；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百折
不挠、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努力忘
我工作，充分发扬“三牛精神”，以实
际行动为中国人寿业务高质量快速
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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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姿飒爽的社区“轻骑兵”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菲 菲 李紫文 文/图

他乐于向群众传授防病知识

“年纪大了，有个腰腿疼痛的，
去医院不方便，县保健院的医生就
上门给俺们看病，检查身体，他们好
得很哦。”4月15日，南阳市淅川县
大石桥乡荆扒岭村97岁的刘老太
太提起医生上门治病，连连称赞淅
川县妇幼保健院为村民服务得好。

2015年，按照淅川县委帮扶工
作统一部署，淅川县妇幼保健院派
出11人对所分包的大石桥乡荆扒
岭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据村委
负责人介绍，该村位于山区、库区，
以前的盘山路崎岖不平，路面窄得
只能行驶一辆小车，加上村民住得
比较分散，以致村民出行极其不方
便；特别是村民生病时，能忍则忍，
尽量不去医院看病。

面对该村复杂的局面，淅川县
妇幼保健院院长王英迅速开展驻

村帮扶工作，时常带领驻村队员
进村入户查实情，为村民解决生
活困难。为了充分发挥医疗资源
优势，驻村工作队在该院的支持
下，先后组织相关科室在该村开
展“健康教育”“疾病防控”“送医
送药上门”等义诊活动，免费为村
民进行健康体检；提高村民的保
健知识，增强其科学防病、健康养
生的意识，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切
实保障了村民的身体健康；定期
安排医务人员到大石桥乡卫生院
驻点开展帮扶工作，重点对医疗
服务水平、医疗安全等开展帮扶
指导，以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针对重大疾病、慢性病
患者等，合理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提供精准医疗服务，真正

把关爱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县里的亲戚经常来看俺。”五

保户刘老太太每次提起自己因突
发高血压病晕倒，被王英送到医院
抢救的事儿，总是感激不尽。

刘老太太是王英的帮扶户之
一。王英在随访中，发现90多岁的
王英与外甥女一起生活，因外甥女
白天出去工作，她经常一个人在
家。王英就多次上门为她体检身
体、看病以及办理慢性病卡。就这
样，刘老太太和王英成了“亲戚”。

“村民的健康素养得不到提
升，就没有把乡村振兴工作干好。”
王英认为，“身体健康情况就是村
民是否幸福的风向标。村民健康
了，生活才能有保证，乡村才能振
兴起来。”为了实现健康扶贫与乡
村振兴的精准对接，切实帮助村民

增收致富，王英带领驻村工作队员
与村委并肩作战，摸清帮扶村民的
基本情况，分析原因并找准帮扶突
破口；结合每户的实际情况制订切
实可行的帮扶计划；与村民面对面
交流，就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等进行深入讲解，
确保村民充分享受到国家的惠民
政策。

“我这个‘亲戚’帮俺申请了五
保户，帮俺翻新了房子，接上自来
水，通上电，还指导俺养牛。没想
到，俺这么大年纪还能依靠养牛致
富。她不定期给俺送米、送面以及
检查身体。”今年70多岁的曹老先
生提起王英，也是感激不尽。

多年来，淅川县妇幼保健院驻
村工作队员始终结合帮扶情况，对
因灾、因病、因残等情况进行全面

摸排，组建精准帮扶工作队伍，逐
户制定帮扶措施和致富目标；带领
村干部和党员自筹资金，引导村民
发展黄粉虫、白玉蜗牛、小龙虾、香
菇、大樱桃等产业，拓宽村民的增
收致富路。截至目前，该院共向荆
扒岭村发放多功能打印复印扫描
机一台，添置档案柜多个，定期发
放防暑御寒用品、慰问品等。经过
近5年的帮扶，荆扒岭村于2019年
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许多村民实
现了增收致富的愿望。

“健康帮扶不仅是一项任务，
更是一种责任。”王英为了确保脱
贫攻坚验收后政策的延续性，带领
淅川县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设置
导诊台、爱心病房，继续执行“先诊
疗后付费”“一站式”等举措，缓解
了村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县里的亲戚经常来看俺”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赵会平

新郑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与
发展，是几代新郑华信民生医院（原
新郑市人民医院）人不懈追求的目
标。为了推进三级综合医院创建工
作，强化医院内涵建设，近年来，该院
在新郑市及上级卫生健康行业主管
部门的支持下，紧紧围绕加强医院管
理、保障医疗安全、提升技术水平，增
强服务能力、推动信息化建设、提升
核心竞争力等方面推进，全院上下凝
心聚力，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力前行！

实施目标管理
为了进一步推动创建三级综合

医院评审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全院干
部职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责
任心，切实将创建“三级综合医院”各
项工作做实、做细、做好，确保评审工
作一举达标，2021年1月，该院创建办
制定了《创建三级综合医院目标责任
书》，明确了“谁主管，谁负责”的工作
责任制，并将创建工作纳入绩效考
核，对创建工作中的违规、违纪及影
响评审工作的事件进行处罚。

制定奖惩办法
为促使全院干部职工主动参与

三级综合医院创建工作，增强使命
感，保障三级综合医院创建各项工作
落到实处，2021年1月，该院根据《三
级综合医院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和相
关制度，制定了《新郑市人民医院三
级综合医院创建奖惩办法》。

修订评审标准
该院创建办根据现行评审标准

实施细则，并结合医院等级评审应评
实践，再次梳理完善，将条款按照评
审标准、评审要点、支撑材料、达到级
别、主控部门、责控部门等，形成电子
版框架，制定《医院评审标准细则（综
合版）》分册和总册，并于2021年年初
下发各职能部门。各科室对照《医院
评审标准细则（综合版）》《河南省三
级综合医院执业评审细则（试行）》评
审标准，逐项逐条分析、查找存在问
题，制定整改措施，保证按时达标。

根据《新郑市人民医院三级综合
医院创建工作实施方案》，结合《医院
评审标准细则（综合版）》《河南省三级
综合医院执业评审细则（试行）》评审
标准，该院创建办分阶段开展了自评
工作。

2021年1月，该院创建办协助各
职能科室根据《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
则（2018 年通用版）》，开展自查自评
工作，并梳理出需要院方协助解决和
部门自行解决的问题，将自评报告以书面形式，分别上
报给主管院长和创建办负责人；同时将存在的问题进行
倒排工期，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落实整改。2021年2月，该
院创建办协助各职能科室根据《河南省三级综合医院执
业评审细则（试行）》开展自查自评工作，梳理出需要各
部门自行解决及院方协调解决的问题；同时对各科室达
标工作进行全面验收检查，根据检查情况评出合格、不
合格科室，并逐一审查已完成的相关材料，针对存在问
题进行倒排工期，不断完善相关材料。

每月查房 提升质量
为了确保三级医院创建工作有序、有力、有效推

进，将各项创建工作做实、做细、做深，该院创建办每月
组织院级业务查房，查房内容涵盖医疗、护理、感控、疾
控、药事、医学装备、医保、科研教学等。由该院领导负
责带队，各职能部门将存在问题以反馈单形式下发临床
科室，并落实整改情况，创建办每月抽查跟踪督导情况，
并将检查结果按照内科组、外科组、门诊医技组、重点科
室组进行排名，每组第一名和最后一名按照《新郑市人
民医院三级综合医院创建奖惩办法》进行奖励和处罚。

重点环节 专项督导
该院创建办结合《河南省三级综合医院执业评审细

则（试行）》评审标准中各职能部门一票否决条款及关键
环节，定期组织专项检查。第一季度分别针对危急值管
理、质控管理以及不良事件管理进行了专项督导检查、
反馈及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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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孙小明）88 岁的刘
老太太在做CT检查后，突
然呼吸、心跳骤停。CT室
值班医师王涛、王浩等人，
紧急联系心内科胸痛中心，
迅速将患者紧急送往心内
科抢救。6分钟后，患者的
心跳、呼吸恢复正常。这是
近日在郸城县人民医院
CT室上演的一幕——6分
钟“生死时速”。

患者刘老太太因患阵
发性房颤、慢性心力衰竭、
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等，在郸
城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
治疗。当天19时许，患者被
送往CT室复查。患者做完
检查后出现病危情况，家属
快速向医生求救。王涛、王
浩马上跑到机房，发现患者

的心跳停止，紧急进行心脏
按压。王浩等人一边打电
话联系心内科胸痛中心，一
边将患者紧急送往心内科
抢救。在乘电梯前往心内
科的途中，王涛听到患者叹
了一声气，并恢复了自主呼
吸，遂将患者转交给心内科
救治。目前，患者的生命体
征平稳。

该 院 副 院 长 叶 达 林
说，从探查患者心跳、呼
吸，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到
果断实施心脏按压抢救；
从电话联系胸痛中心到紧
急护送患者，这一系列程
序都在第一时间完成，判
断准确，抢救及时，各个环
节紧密衔接，有条不紊，彰
显了医务人员应对突发事
件的良好素养。

郸城县人民医院

救治心跳骤停患者

本报讯 近日，济源人
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一
名重症 ARDS（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患者，患者入
院时呼吸极度窘迫，全身
紫绀。患者入住 ICU（重
症监护室）后，医生立即给
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呼吸、建立静脉通路等。
然而，患者的病情仍在不
断恶化……

ECMO（体外膜肺氧
合）成为患者生存的最后一
线希望。医生经过准确评
估与患者家属沟通，得到同
意后，专家团队决定立即为
患者应用ECMO治疗。专
家团队密切协作，迅速在患
者右侧颈内和右侧股静脉
处置管、管路预冲、精准调

节，ECMO机器顺利运行，
患者的血氧饱和度迅速回
升，缺氧状态得到改善。

ECMO 上机容易，成
功脱机更关键。专家团队
24 小时守护在患者床边，
时刻关注患者的病情。精
准抗凝、感染防治、镇痛镇
静、营养支持、俯卧位通气、
气道管理、分泌物引流监测
等，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需
要医务人员时刻关注，以确
保患者的安全。

在医务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经过6天6夜的坚持，
患者的病情逐渐有所好转，
各项生命指标趋于稳定。
几天后，患者被转入呼吸内
科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王正勋 侯林峰 卢铁军）

济源人民医院

用ECMO抢救患者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