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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乡村振兴助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扎根一线 守护一方女性就业创业梦
——记中国人寿寿险浙江省丽水缙云支公司营销部樊慧玉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刘富安 菲 菲

防疫有我 健康同行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刘富安 靳合新 文/图

面对近期多地出现新一轮疫情的
严峻形势，8月15日上午，中国人寿西
峡支公司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者服务
队，来到西峡县鹳河生态文化园升龙
桥，开展“防疫有我 健康同行”党员志
愿者服务活动（如图），用实际行动践
行初心使命，履行社会责任，为防疫工

作的深入开展积极贡献力量。
这次活动的开展，传递的是一种

社会友情、一种时代进步力量，进一
步激发了广大市民巩固、保持“全国
文明县城”殊荣的积极性和自觉呵护
环境卫生的自觉性，营造了向上向
善，德行天下的良好氛围。

“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的
有效手段，现在12岁~17岁的人群
都可以接种了，家里有适龄人员的
抓紧去卫生院接种……”8月17日
上午，温县卫生健康委驻该县武
德镇慕庄村的第一书记白冰通过

微信群向村民一遍遍通知接种
疫苗的事宜。“长期在村里的 18
岁以上的人群大部分都接种过
疫苗了，这一批主要是 12 岁~17
岁的人群，都打上疫苗了，安全
也就更有保障了。”白冰向村民

介绍。
据了解，从 7 月中旬开始，驻

村工作队就接到防汛通知，全员在
岗坚守到汛情结束。7月31日，驻
村工作队又接到了防疫通知。“疫
情就是命令，作为卫生健康系统的
一员，我深知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白冰说。接到防疫通知
后，白冰和村两委成员紧急召开会
议，根据镇政府要求，安排工作，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身先士
卒，积极发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和大学生志愿者参与防疫一线工
作。白冰说：“得益于我们长期开
展的党建活动，党员队伍凝聚力非
常高。由于村委人员不够，防控疫
情期间急需值班人员、巡逻人员，
我就在村党员微信工作群内发布
了征集党员志愿者的消息。一听
说是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许多党员
积极报名，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党

员，下至年轻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都踊跃报名。最后我们根据工作
需要，安排了党员15名，入党积极
分子 6 名。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
子的影响下，本村的 18 名大学生
也积极报名争当志愿者，参加疫情
防控工作，为全村抗疫尽一份心，
出一份力。”

以党员为核心的防控队伍组
织起来了，按照防疫相关要求，村
里设置 24 小时值班卡点（如图），
严格按照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
求，对过往车辆进行扫码、测温、
登记、消毒等；安排人员通过广
播、微信、横幅等形式进行健康知
识宣传，督促群众外出戴好口罩，
不聚集，以降低感染风险。同时，
白冰和党员干部一起挨家挨户进
行摸排，通过宣传政策，发动群
众，要求从郑州市或路过郑州市
等风险地区返家的村民，必须及

时到村委备案，并居家隔离，进行
健康观察，后期通过大数据进行
筛查核实。白冰说：“核查摸排
后，我们村有 15 名从郑州市或路
过郑州市等风险地区返家的重点
人群，但不符合集中隔离要求，我
们要求其进行居家隔离，并进行
健康观察，每天向乡村医生汇报
两次体温，如果需要生活用品的
话可以与村委负责人联系，值班
人员会随时把生活用品送到他们
的家门口。”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广大
群众非常理解、配合防控疫情工
作，我们的党员队伍也配合得比
较紧密，始终坚守岗位，尽心尽
力，切实践行了共产党员全心全
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为群
众 守 好 了 疫 情 防 控 的‘ 安 全
线’。”白冰说。

（王正勋 侯林峰）

“妮儿，这么晚了还麻烦你来我
家，太辛苦了……”前不久，在舞钢
市尹集镇大刘庄村闫庄组，患有“支
气管炎、心脏病”的 76 岁五保老人
李运祥对在漆黑的夜里，骑着电动
车来到他家进行日常保健、用药指
导的家庭医生梁彦芳说的感激话。

梁彦芳，舞钢市尹集镇中心卫
生院的执业医师、全科医生、家庭医
生，用自己所掌握的医术守护着当
地群众的健康。自 2011 年从医以
来，“5+2”（5 天工作日加 2 天休息
日）“白+黑”（白天和晚上）是她的
工作常态。不管节假日还是深夜，
只要患者有治病需求，她都是随叫
随到，手机保持 24 小时畅通，践行
着群众健康守护者的使命。

乡镇卫生院具有独有的诊疗特
色，这是大医院里没有的现象：在工
作上，一人兼多职，一个就诊患者可
能涉及多科疾病，需要基层医生独
自处理（如图）。2018 年，梁彦芳兼
任该院健康扶贫办公室主任，负责
协助院长开展全镇健康扶贫工作。

万事开头难，尹集镇辖区 19 个
行政村，其中7个是贫困村。舞钢市
共 6 个深度贫困村，尹集镇占了 5
个。贫困人口约占全市贫困人口的
1/3。“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要想把
扶贫工作做好，必须付出百分之百的
努力，想他人想不到的细节，做比他
人更多的工作。在值班的同时，梁
彦芳利用工作间隙、下班时间组织
医务人员对辖区行政村进行义诊、
开展健康教育知识讲座、健康体检
等。边远贫困的村庄多是陡峭的
山坡路，沟壑遍布，出行方式是骑
电动车；遇到连电动车也无法走到
的村户，梁彦芳索性就以步代车，
于是，蹲在草坡中，趴在石凳上，成
为她履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主
战场”。

在梁彦芳分包的鸡山村大湾
组有一户行动不便和长期卧床的
两位困难老人，87 岁的哥哥任保富
患有脑梗死，长期卧床；78 岁的弟
弟任保建患有糖尿病，脑梗死，语
言障碍。他们平常都依靠女儿不

定时洗衣、做家务等维持生活。他
们是梁彦芳关注的健康服务重点
对象，定期上门随访，送医送药并
保存着两位老人女儿的联系方式，
成了随时为他们提供健康咨询服
务的“常客”。久而久之，两位老人
的环境卫生改观了，健康也有了保
障，连乡村医生都为勤快的“小巾
帼”——梁彦芳投来赞许的目光。

在为村民提供健康服务的同
时，梁彦芳还积极参加各级医疗机
构举办的基本药物知识竞赛、全科
医生技能竞赛。她曾先后获得舞
钢市第一届全科医生技能竞赛一
等奖；2020 年，获得平顶山市基本
药物合理用药知识竞赛（西医）二
等奖；舞钢市优秀医师，健康扶贫、
卫生健康先进个人等荣誉。在持
续学习和参赛中，她拓宽了眼界，
提高了医疗技术水平。

“以梦为马，以汗为泉，不忘初
心，不负韶华”。这就是梁彦芳的真
实写照和追求。

（段泓涛 陈会召）

层技术基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左亚博）近日，柘城县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成功实
施 两 例 颈 动 脉 内 膜 剥 脱
术。这一手术的成功开展，
为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带
来了希望。

今年 74 岁的刘女士，近
来时常头晕，偶尔感到眼前
突然漆黑一片，右侧肢体发
麻。刘女士遂来到柘城县
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就诊，接
诊医生为其行颈部彩超检
查，结合检查结果，医生诊
断其为双侧颈动脉颅外段
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右侧颈
内动脉低回声斑块狭窄。

面对患者患有脑梗死后
遗症、高血压病，随时有可能
出现脑梗死致残的险情，该
院神经外科主任赵潮海组织
专家会诊，决定采取颈动脉
狭窄内膜剥脱术。通过手术
剥除其颈动脉斑块，重建血
运通道，确保患者的颈动脉
血流通畅。

通过与患者及家属沟
通，征得同意手术治疗后，手
术小组成员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专家的密
切配合下开展手术，最终手
术 取 得 成 功 ，患 者 转 危 为
安。术后第二天，患者能够
下床活动，恢复情况良好。

柘城县人民医院

实施颈动脉内膜剥脱术
勤快的“小巾帼”

守好乡村疫情防控“安全线”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管 晋）近日，新县人
民医院肾内科开展新技术腹
膜透析置管术，该手术由肾
内科医生江晓萍和神经外科
医生江小东合作完成，为慢
性肾衰竭患者进行腹膜透析
提供了透析通路。

今年 73 岁的患者张某，
因发现肌酐升高4年余，近期
来该院治病。医生经过检
查，依据检查结果诊断患者
为慢性肾脏病终末期，需进
行肾脏替代治疗；建议行腹
膜透析，腹膜透析能保留患
者残余的肾功能，可以居家
进行透析治疗，且患者无腹
膜透析禁忌证。手术过程顺
利，术后患者未有不适症状。

术后，由江晓萍对患者
及家属进行腹膜透析健康
宣教，包括腹膜透析环境卫
生要求、手卫生、腹膜透析
导管出口处的护理、腹膜透
析 换 液 操 作 等 相 关 内 容 。
患者后期顺利进行首次腹
膜透析治疗。整个过程患
者表示感觉良好，无任何不
适症状。

据该院专家介绍，对于
慢性肾衰竭患者，肾脏替代
治疗有 3 种：腹膜透析、血液
透析和肾移植。腹膜透析
作为肾脏替代治疗的方法
之一，近年来得到了广泛应
用，它能更好地保护残余肾
功能，大大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新县人民医院

开展腹膜透析置管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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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人寿寿险）浙江省丽
水缙云支公司营销部总监樊慧
玉认为，现代女性不仅要“主
内”，在外也要有属于自己的事
业和梦想，她就是这样一位新
时代的独立女性。

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今 年 50 岁 的 樊 慧 玉 于

1997年加盟中国人寿寿险浙江
省丽水缙云支公司。24年来，
她从一名普通的业务员一步一
个脚印成长为一名区域总监，
先后培养星级导师17人，从一
个人单打独斗到百人团队协
作，离不开公司的培养和团队
成员的共同努力。

一直以来，樊慧玉的心中
就有一个梦想：促进缙云当地
的妇女就业创业，帮助和她一
样有就业创业梦想的女性实现

“独立”。这粒理想的种子激励
着她不断前行，时时刻刻以新

时代共产党员的要求鞭策自
己，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和业务能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樊慧玉立足岗位，
以服务客户、解决客户需求为
己任，收获了众多客户和公司
领导、同事的认可。1998年，樊
慧玉荣获中国人寿寿险浙江省
分公司“绿满神州奖”；2014年，
她获得了保险行业首届“最美
保险人”荣誉；2019 年，她荣获

“CMF（是专注于色彩、材料、工
艺、图纹的专门奖项）国际保险
之银星奖”等。与此同时，她先
后 8 次获得省公司“优秀部经
理”荣誉、连续3次获得海南博
鳌论坛奖、连续24年入选丽水
分公司“精英俱乐部成员”、先
后获得“服务之星”“展业先锋”
等荣誉。

创新实践 携手前行
“伙伴们的梦想实现了，我

的梦想也就实现了。”樊慧玉作

为缙云县女企业家协会理事、
丽水女企业家协会会员，每当
获悉当地的许多妇女同胞拥有
渴望就业创业的梦想时，她带
动女性同胞们就业创业的信念
就愈发强烈。为了帮助当地妇
女掌握保险专业知识，樊慧玉
经常加班加点备课，更新授课
内容、创新授课方式，每一句话
她都反复斟酌多次，好让伙伴
们能轻松学会、理解并领会，帮
助她们独立经营事业。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樊慧玉自主学习，主
动参与创新线上营销服务模
式。2020年全年为上百人提供
就业机会，今年1月～4月新增
46人签约加盟中国人寿寿险。
据悉，樊慧玉每周两次下乡集
中辅导新签约人员学习成长，
普及风险防范知识。通过创新
实践和团队协作，樊慧玉的团
队在 2020 年取得了良好的业
绩，占到她所在县中国人寿寿

险支公司业绩的1/3以上；2021
年，第一季度更是芝麻开花节
节高，创造的业绩占到了支公
司业绩的 50%。截至目前，樊
慧玉为全县百余名女性提供了
就业创业机会。

樊慧玉为自己的团队取名
“长征团队”。目前，该团队共
有 138 人，其中主管 18 人。她
们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
业服务、守护美好”作为团队的
发展理念，在创新实践中不断
发展壮大。

奉献不言苦 追求无止境
“成己为人，成人达己”是

中国人寿的核心企业文化理
念。樊慧玉团队继承和发扬了
这一服务理念，并将其践行在
点滴工作与生活中。

2020 年新春佳节，面对突
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樊慧玉第
一时间分批召集小区楼道负
责人、党员和小区业主商量防
疫对策，并自费购买帐篷、桌

椅、口罩、消毒液、纸巾等用于
小区门口值岗排查。她带领
大家迅速对从疫区返乡的人
员进行深度排查，每天24小时
轮岗值勤，定时给电梯、楼道
消毒，还多方调配瓜果、蔬菜、
大米等居民生活必需品。樊
慧玉和居委会同志们的扎实
工作为小区疫情防控工作提
供了重要数据支撑，有力推动
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向纵深处
开展。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
态化，樊慧玉又投身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工作，每天通知协调
小区住户及时接种疫苗，将每
一位住户的生命健康放在第
一位。

作为中国人寿寿险工作战
线上的一名老兵，樊慧玉恪守

“奉献不言苦，追求无止境”的
人生格言，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一名合格党员的使命；用责任
和担当争做高质量发展的践行
者和引领者。

2021年8月10日，凌晨1时，周口市
郸城县汲水乡西李庄村。

进入后半夜了，白天的热气逐渐散
去，立秋刚3天，村里的夜里已经有一些
凉意。周围的几个村庄都仿佛进入初秋
的梦境，只有葳蕤的农作物在夜风里沙
沙作响，一派安宁、祥和。

在西李庄村口，有一盏灯始终亮着，
那是西李庄村设置的疫情防控卡点。此
刻，村支部书记史朋礼和村卫生所乡村
医生梁宗杰等5人在值班，此时的他们像
士兵一样，守卫着一方群众的安宁。

忙碌的梁宗杰突然感到胸口一阵难
受，强忍了一会儿，终于吃力地对史朋礼
说：“史书记，我的身体不舒服，想回家吃
片药再来。”“老梁，你回去休息吧，这几
天你真够累的，别累坏了身体，反正夜里
来往人员少，我们几个都在。”史朋礼说。

征得史朋礼同意后，梁宗杰吃力地
换好衣服，起身往家的方向走去。然而，
他这一走，竟成了永别。凌晨5时，村民
们得到了梁宗杰突然病逝的噩耗。

据梁宗杰的家人说，梁宗杰回到家
时，感觉心慌、胸闷，服了几粒速效救心
丸，但是症状仍未得到缓解，随后出现呕
吐症状，于是，家人慌忙一边帮其吸氧，
一边拨打120，同时拨打了邻村乡村医生
张正杰的电话。不幸的是，当汲水乡卫
生院副院长郝华驾驶着救护车和医生张
正杰赶到时，梁宗杰已经走了。

梁宗杰突然病逝的消息让大家难以
接受，在场的几位村民哽咽着说：“老梁，
疫情防控工作还没结束，你怎么走了？”

“老梁的确太累了，他需要好好睡一
觉。”史朋礼自言自语地说。

8月7日，为全面落实郸城县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西李庄的村口增设疫情防
控卡点。汲水乡卫生院抽调乡村医生梁
宗杰配合村干部在卡点执行任务，负责
对过往车辆、行人开展测量体温等工作。

白天，烈日炎炎，坐着不动还汗流浃
背，何况老梁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
回走动着、忙碌着，一站就是十几个小
时。其间，他吃饭由家属送到卡点，夜里
休息在防控卡点。对此，大家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都劝他休息一会儿，他却说：

“我掌握了防控知识，又受过专业培训，
咱们村返乡的人员多，万一处置不当就会酿成大祸。”

自7月底出现疫情以来，由于周边县市相继发生感染
病例，郸城县的疫情防控形势异常严峻。郸城县乡村医生
是该县三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主角”，也是农村疫情防
控的主要力量。郑州市疫情暴发后，梁宗杰按照上级要
求，挨家挨户逐一摸排返乡人员的身体状况，每天上门为
群众测量体温，筛查疑似病例，查看返乡人员的居家隔离
情况，协助村委会做好来往人员的有序流动及闭环管理。
这些天来，他不敢有一丝一毫疏忽。

西李庄村的群众说，我们村1800名群众，愿意双膝跪
拜，恳求梁宗杰起死回生。然而，时光不能倒流，梁宗杰再
也醒不过来了。他今年刚刚56岁，还年轻。

让时光倒流到2020年的春天——因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郸城县先后确诊6例新冠肺炎患者。作为乡村医生，梁
宗杰担起了全村人员摸排、体温监测、环境消杀、监控居家
隔离、信息上报等任务。那时，每个村口都设有防控卡点，
梁宗杰同样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同样是24小时值守，
吃住都在卡点。

让时光倒流到2019年的春天——郸城县4家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刚刚成立，医共体建设全面展开。村卫生所作
为全县医疗网络的“神经末梢”，责任重大。居民签约服
务、慢性病筛查与健康教育、疫情防控、疫苗接种……一天
到晚，梁宗杰不停地在村子里转悠，出了这家进那家，几乎
没吃过一顿应时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郸城县医共体建
设受到国家、省、市表彰，谁能说这里面没有梁宗杰的一份
功劳呢。

让时光倒流到梁宗杰人生的春天——梁宗杰家几代
人行医，20多岁的他就成为一名乡村医生。那时的农村医
疗条件简陋，他一个人担负着全村2000多人的医疗服务工
作。其间，他还要抽空兼顾着家里的农活。

“扛起锄头是农民，背起药箱就出诊。”一年365天上
岗，不管白天黑夜、寒冬酷暑，他都是随叫随到。

梁宗杰常说：“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活得才有价值。”因
为他知道乡亲们挣钱不容易，用药都是挑便宜的，能省一
点就省一点。全村人，要说最尊敬的人，那就是这位心系
乡亲的乡村医生——梁宗杰。

从医30多年来，梁宗杰在基层医疗岗位上，默默奉献，
兢兢业业，他为自己最热爱的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付出了一
生的心血，虽然平凡，却令人敬佩。

斯人已去，药香永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