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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驻马店市超声医学质量控制中心开展“关
爱老区人民健康，名医名家下基层”义诊活动，组织省内外
专家到确山县竹沟镇进行义诊。专家们为群众检查，分析
病情，解答疑问，进行用药指导，普及常见病、多发病预防
知识。据统计，活动当天共为200多人提供了医疗服务，
免费发放各类健康宣传资料500余份。此次活动不仅增
强了群众的自我保健意识，同时对基层医生进行了带教，
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技能。 丁宏伟 李倩倩 魏向坤/摄

“为什么新冠病毒疫苗有的打左
胳膊，有的打右胳膊？”7月8日，“你打
疫苗换胳膊了吗”成为微博热搜。

有网友留言：“两针都打在了左
臂上，会有什么后果吗”“我前面的人
打了一左一右，我第二次被要求打左
边，不知道有没有影响”“规定的，第
一针左，第二针右”……也有网友留
言：“两针都打同一条胳膊或不同胳
膊无所谓”“没换胳膊，不管打什么
针，永远打在左胳膊”……网上的各
种留言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打
新冠病毒疫苗真的要分左右胳膊
吗？记者就此咨询了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专家。

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副所长
徐瑾说，打新冠病毒疫苗没有左右胳
膊之分。无论是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方案还是指南，都没有要求第一针打
左胳膊，第二针打右胳膊，或者反
之。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的接种间隔
时间为21天~56天，重组亚单位新冠
病毒疫苗的接种间隔时间为28天，这
些时间内，我们的身体完全可以代谢
掉药物，并形成免疫屏障。接种疫苗
时，有些社区医务人员会根据被接种
人员的实际情况来判定打左胳膊还
是右胳膊，比如有些人第一针接种在
左胳膊，但生活中左胳膊不小心发生
外伤或出现其他情况，接种第二针时
医生会建议其换右胳膊接种。无论
是左胳膊还是右胳膊，都可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

从 7 月 1 日起，河南不再集中接
种第二剂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重点
转向尚未接种第一剂次的人群。有
些人担心尚没有及时接种第二剂次
怎么办？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我国
仍在继续有序安排接种第二针，没有
接种第二剂次的人还可以到接种点
按照接种时间接种。也有一些人超
过最长接种时间间隔，担心接种第二

剂次没有用。省疾控中心专家提醒，适当延长接种间隔不会影响疫苗的
免疫效果，以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为例，即使两针接种间隔超过了推荐的
最长时间间隔56天，只需尽快补种即可，不需要重新接种，也不需要增加
接种剂次。

针对公众询问最多的自己到底符不符合接种条件这一问题，省疾控
中心专家提醒，以下6类人群不适合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对疫苗活性成分、
任何非活性成分、生产工艺中使用的物
质过敏者或以前接种同类疫苗时出现过
敏者；既往发生过疫苗严重过敏者（如急
性过敏反应、血管神经性水肿、呼吸困难
等）；尚未控制的癫痫和其他严重神经系
统疾病者（如横贯性脊髓炎、格林巴利综
合征、脱髓鞘疾病等）；正在发热者，或急
性疾病患者、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患者，
或未控制的严重慢性病患者；妊娠期妇
女，如果已接种第一针，应暂缓接种第二
针，待分娩后进行补种；血小板减少症或
出血性疾病患者。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郭 鹏）近日，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对 2021 年 1~6 月全省血液
采集情况进行了通报，濮阳市中
心血站今年上半年献血量、献血
人次增幅位居全省前列。

上半年，在广大无偿献血者
的踊跃参与下，濮阳市中心血站

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奋斗
目标，严格落实“健康发展、惠及
群众”的总要求，以提高血液质
量安全为中心，持续加强质量体
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提升献血者
和用血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
断增进民生福祉，保证了全市采
供血工作平稳较快发展。

统计数字显示，濮阳市中心
血站今年上半年主要完成指标
中，采血量9.6192吨，比2019年
同期增长27.32%，比2020年同期
增长 12.7%；无偿献血 24209 人
次，比2019年同期增长26.44%，
比2020年同期增长12.8%；成分
制备血液138808个单位，比2019

年同期增长37.26%，比2020年同
期增长 8%；供血量 9.425 吨，比
2019年同期增长22%，比2020年
同期增长12%，各项数据在全省
均名列前茅，保障了全市临床用
血。

下半年，濮阳市中心血站将
以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为中

心，强化多部门协调，形成合力，
着力提升采供血服务水平；以规
范管理为抓手，以提升服务内涵
为工作重点，推行精细化管理；
继续开展临床科学合理用血指
导，倡导成分输血和自身输血，
提高血液利用率，促进濮阳市采
供血工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7月8日，一个15秒的救人
视频被不少济源市民转发，大家
纷纷为视频中发生的暖心一幕
点赞。在视频中，救人的是济源
第二人民医院内科医生郭海云。

事情还要从7月7日晚上说
起。当时，刘先生正在一家健身

房的跑步机上跑步，突然昏厥，失
去意识。此时，郭海云也正巧在
健身房更衣室内换衣服。衣服还
没换好，就接到同事电话称有人
晕倒。他立刻赶往事发地点。

“当时，我看到他躺在地上，
肌张力高，颈动脉很硬，初步判

断是心跳骤停。”郭海云说，他立
即进行心肺复苏。两分钟后，晕
倒的刘先生肌肉开始松弛，逐渐
恢复意识。围观的市民纷纷帮
忙，有的帮忙扇风，有的帮忙拨
打急救电话。几分钟后，120急
救车到达现场，刘先生被送往医

院接受进一步治疗。
目前，刘先生已经脱离生命

危险。对于当晚的情况，他仍心
有余悸。“没想到遇到这样的事
情，我还是很幸运的，遇到了郭
医生，是郭医生救了我一命。”刘
先生对郭海云很感激。

对于救人一事，郭海云表
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职责所
在，碰到了，咱就不能不管。”

当天，郭海云抢救刘先生的
视频，被不少同事和朋友看到，
他们纷纷为郭海云点赞。

（王正勋 侯林峰 卢铁军）

一名成年男子体内大概有4500
毫升血液，而近一个月，患者王先生
就输了5600毫升血液，可以说是全
身大换血了。这是因为啥呢？

事情还要从 28 年前说起。那
时的王先生还是个小伙子，肺结
核、结核性胸膜炎治疗 10 个月后，
有时候咯痰会带有一点血丝，不过
量不大，就没有理会。

可是 6 年前，他发现咯血量越
来越大，就进行了一系列抗感染、
止血治疗，接着医生还为他做了介
入治疗，当时治疗效果不错；可没
想到一周后他就再次咯血，而且之
后的6年里咯血再也没有停过。

他在当地医院多次住院治疗，
止血、消炎、抗感染，可咯血量时多
时少，从未间断。直到今年1月，王
德辉开始胸痛胸闷，气短气喘，整
夜没办法睡觉，咯血量也增加到每
天200毫升。

咯血量太大，当地医院不得不
7 次为他输血治疗，每次输血量达
800毫升，前后一共输了5600毫升。

多方打听后，他找河南省胸科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
主任孙芳就诊。孙芳启动多学科
会诊，请内镜诊疗部、胸外科、心血
管内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等科

室专家会诊。在会诊过程中，该院
胸外科三病区主任吴晓明发现，患
者的胸部CT检查结果显示右胸壁
有根肋骨局部骨质破坏，周围软组
织增厚，并且与胸腔内病变组织界
限不清。

患者的一段肋骨被软化，膨胀
成一个包块。结合患者的既往病
史，吴晓明高度怀疑慢性脓胸相关
性血管肉瘤。后续的检查印证了
他的判断，原来患者持续几十年的
慢性脓胸恶变了。

明确诊断后，吴晓明准备为王
先生实行开胸手术。由于咯血，患
者不能平卧，该院麻醉科主任孟宪
慧在患者半卧的情况下插管，封堵
右侧支气管，防止右肺的血流到左
肺，造成窒息。

患者胸腔被打开的瞬间，内部
的积血就喷了出来，吴晓明定睛一
看，只见胸腔内胸壁肿块与右下肺
界限不清，浸泡在积血和脓液中。
吴晓明把暴露在视野中的血块、毁
损的肺组织清理干净，利用胸腔镜
辅助游离并清理胸腔深处被器官、
组织遮挡的血块和囊肿，最后切除
病变的肋骨并重塑胸廓。

手术取得成功。术后，患者恢
复良好。

7月12日7时，Z294次列车
停靠郑州站，39名来自新疆的先
心病患儿到达郑州，开启了“修
心”之旅。

在站台上，来自郑州市第七
人民医院（郑州市心血管病医
院）的志愿者，早早准备了鲜花
和小礼物。从车站到医院的路
上，几名患儿的小手抓着护士的
大手，一直没有分开。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患儿和
家长很快被接到该院精心布置
的“爱心病房”。

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刚
刚1岁，最大的12岁。他们分别

来自新疆哈密市、昌吉州、吐鲁
番市鄯善县和高昌区，以及阿勒
泰等地，其中最远的阿勒泰距离
郑州大约3500公里。

6月16~22日，郑州市第七人
民医院携手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在新疆开展了“天使之旅”先心
病患儿筛查活动。随后，经过与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新疆红十
字会沟通，确定了39名符合救治
条件的患儿来郑州免费治疗。

针对患儿的病情，郑州市第
七人民医院提前组织了多次专
家会诊，并做好术前一切准备工
作。该院党委书记曹德明说：

“爱心病房准备了面包等早餐，
医院还特意设置了民族餐厅窗
口，尽量满足这批患儿和家长的
生活需求。”

据了解，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天使
阳光基金”定点医疗机构。自
2015年起，该院先后9次携手中
国红十字基金会开展“天使之
旅”先心病患儿筛查救助行动，
足迹遍布青海、贵州、云南、西
藏、新疆等地，总行程近 3 万公
里，筛查先心病患儿 1.26 万人，
并已为 329 名先心病患儿实施
了免费手术治疗，且全部成功。

7 月 1 日，小张（化名）在爱
人的陪同来到黄河三门峡医院
南院区急诊科，向刘晋豫医生表
达了内心的感谢。他握着刘晋
豫的手说：“重病的时候能遇到
您，真的是我的幸运，谢谢您！”

今年3月2日，36岁的小张
因呼吸困难伴随着意识障碍被
送进了黄河三门峡医院急诊
科。小张属于重度肥胖，身高
175厘米，体重超过150公斤。

入院后，他的病情持续进
展，第二天突然出现了呼吸心跳
骤停，医务人员及时抢救，保住

了他的性命。
这还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治

疗更为艰难。
患者烦躁，动静很大，医生

便安排两个护士时刻守在患者
床边，不敢分神。在持续昏迷五
六天后，患者才逐步恢复意识。

为了寻找病因，护士长和患
者家属进行了多次交谈，了解情
况。家里并没有肥胖基因，为什
么他这么胖？原来，他是一名司
机，两三年前的一场车祸，产生了
上百万元的赔偿。因害怕父母担
心，小张并没有告知家人，自己背

负着巨额债务，压力很大，最后彻
底颓废，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
吃，就像患了贪食症。

为了帮小张重拾信心，护士
们想尽办法，还把小张孩子的问
候视频放给他看，鼓励他……

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9天，他
的病情终于基本稳定，神志完全
清醒，而且让医生担心的转氨酶、
脑钠肽等指标也都恢复了正常。

之后的几个月，他定期到医
院就诊，接受规范治疗，努力减
重，目前已经减重35公斤，对生
活充满了信心。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庞红卫 陈玉博）7月10日，第四
届中国医院发展大会发布“2020年
度医疗机构最佳雇主评选”综合排
行榜，河南省肿瘤医院登顶“公立
医院最佳雇主十强”榜首。

“中国医疗机构最佳雇主评
选”始于 2012 年，是同类评选中唯
一由一线执业医师直接评分形成
结果的评比，2020年度的评选涉及
医疗服务质量、医院文化情感、工
作环境压力、个人晋升发展、薪酬
福利待遇、医院基础设施六大模
块，全面反映了入选医疗机构在过
去一年里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近年来，河南省肿瘤医院以高
质量人才培养为目标，创新应用全
生命周期管理理论，结合医学人才

成长规律，将医学人才的职业生涯
划分为青年成长、骨干攀登、后备
培养、学科带头、名誉返聘 5 个阶
段，通过合理匹配人才管理“引、
育、用、留”4 个管理要素，运用
OMC 目标管理思维（一套围绕目
标、科学规划、协同执行的科学管
理体系），SWOT 分析（态势分析
法）、战略地图和平衡计分卡3种现
代管理工具，建立了一套涵盖医学
人才职业生涯全生命周期管理模
式。

河南省肿瘤医院还着力打造
高端科研平台，获批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
地，建设互联网医院、智慧化后勤、
信息化管理平台，推进电子病历升
级，为员工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陈 静 徐世杰）信阳市中
心医院近日在全院开展了“双
服”（服务临床、服务患者）活动，
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该院上下联动，从机关到后
勤，从临床科室到医技科室，从
保洁到保安，从电梯司乘到患者
陪护，相互协作，让“双服”口号

从墙上“走”下来，变成具体行
动。

“双服”活动围绕“行政后勤
服务临床、临床服务患者”这条
主线，进行了科室服务问题自查
和部门服务问题查摆，形成问题
清单，并建立整改台账，对原因
进行分析，提出了针对性改进建
议，以《“双服”问题落实建议书》

的形式发至相关部门，要求全面
整改。同时，该院成立12个联合
督导组，每月一次对科室进行督
导，并开展支部间科室互查，督
促解决问题，完善机制，鼓励创
新服务模式。

通过自查，各科室积极行
动，相互配合，立足岗位，着眼大
局，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

结合科室实际，形成了富有科室
特色的服务形式，服务意识得以
增强，服务能力普遍提高。

“双服”活动在该院已经形
成常态，在门诊大厅，首先映入
眼帘的就是一个个鲜艳的“红马
甲”，他们热心为患者引路，帮助
患者挂号和打印检查单。该院
还推行“一站式”结算和网上报

销、让父母陪伴患儿用餐、送检
查结果到科室、制作各种告知卡
片、帮助患者拍照打印证件、预
备充电宝、免费提供纸杯、在院
内设置自动售货机、安装充电桩
等充满人性化的贴心服务，方便
了患者，受到好评。在第三方社
会满意度调查中，信阳市中心医
院的排名同比上升了5个位次。

7 月 13 日，在焦作市城区
防汛应急演练现场，医务人员
正在抢救“触电人员”。当天，
焦作市举办了城区防汛应急演
练，公安、电力、卫生健康等部
门参与了此次演练。

王正勋 王中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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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血液采集量大幅提升

凡人亮点

果断出手 济源医生健身房里救人

信阳市中心医院深入开展“双服”活动

河南省肿瘤医院
获评“公立医院最佳雇主”

输血5600毫升之后……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穆倩倩

跨越3500公里

39名患儿来郑州免费“修心”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郭 昊

让体重超150公斤男子重拾信心
本报记者 刘 岩

7 月 12 日上午，由周口市卫
生健康委主办、川汇区卫生健康
委承办的 2021 年老年健康宣传
周活动启动，周口市中心医院、
市人民医院等 16 家医院参加活
动。各医疗机构均设立宣传栏
和健康咨询台，解答群众提出的
问题，同时发放健康素养宣传手
册。此次活动从老年人健康管
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慢性
病管理等方面开展宣传，为老年
人提供优质服务。

侯少飞 王 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