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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驿站心

“外面下这么大的雪，你们来
家里为我看病，我心里非常感激！
我现在走路能走稳了，腿也不疼痛
了，我就不用吃药了吧？”2月20日
上午，天寒地冻，白雪飘飘，平顶山
市郏县中医院中医科主任张彦珂
带领定点帮扶单位——郏县李口
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冒着皑皑白
雪来到郭楼村随访时，大病出院患
者郭某问。

原来，郭某曾因左侧肢体麻
木、疼痛、无力，来到郏县李口镇卫
生院急诊科就诊。张彦珂接诊患
者后，经过查体及彩超检查，认为
患者病情严重。张彦珂立即开通
卒中绿色通道，为患者做头颅 CT
（计算机层析成像）检查，排除出
血病灶，诊断其为急性缺血性卒
中，经患者家属同意后给予患者尿
激酶溶栓治疗。经过治疗，郭某痊
愈出院。

“连续下雪，患者的病情怎么

样？上次购买的药按时服用了
吗？”张彦珂一边对随行的医务人
员说，一边向患者家中走。

“大叔，您现在恢复得不错，
但是药还得继续吃，可以适当减
量。在康复期间，您要坚持适度
运动、戒烟限酒，定期测量血压、
血糖啊！”张彦珂叮嘱郭某。在
与患者及其家属交谈时，张彦珂
详细了解患者的恢复情况。张彦
珂给患者家属留下了自己的电话
号码，若患者出现异常症状，可以
随时联系，有利于提供及时、有效
的诊疗服务。

2022 年年初，郏县卫生健康
委选派郏县中医院中医科主任张
彦珂，来到李口镇卫生院进行健
康帮扶。张彦珂经过走访调研，
发现李口镇卫生院地处偏僻，距
离平顶山市区、郏县县城较远，并
且急诊急救能力存在不足；因缺少
诊疗设备、人才等因素，导致当地

群众不得不舍近求远去外地治疗
疾病。于是，张彦珂与郏县李口镇
卫生院院长刘耕秀沟通，决定成立
急诊科。

“近期，由于医务人员的急诊
急救技术水平提高了，服务热情周
到，来卫生院就诊的患者数量有所
增加……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
上级医院的帮助啊！”刘耕秀微笑
着说。

今年年初，张彦珂与刘耕秀
经过考察、分析，并召开卫生院全
体职工大会，决定开展以科带院、
科室共建等技术帮扶，逐步形成
了“三高一低”医疗服务质量提
高、医疗管理模式提高、群众满意
度提高、患者看病费用降低的就
医新局面。

“刚来卫生院进行帮扶时，卫
生院的基础设施和办公环境都比
较落后。如今，卫生院的诊疗环
境、诊疗设备都焕然一新，医务人

员鼓足了干劲儿，形成了‘比、赶、
超’的学习氛围，看着都让人喜
欢。”张彦珂微笑着说，“如今，在李
口镇，越来越多的急危重症患者选
择在卫生院就诊。”

2023 年 12 月，为了加大帮扶
力度，郏县中医院又选派中医科、
口腔科、影像科的专家来到李口镇
卫生院，开展“组团式”“驻扎式”技
术帮扶。张彦珂说，根据卫生院的
实际情况，从周一到周五，甚至星
期天都安排了医生坐诊，能够保障
群众“随到随治”。其间，张彦珂带
领帮扶专家实施“传、帮、带”技术
帮扶，帮助卫生院培养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激活卫生院的“造血功
能”，初步实现了诊疗技术稳步提
升的目的。

“县级医院专家来到卫生院、
来到群众的身边把脉问诊，如何把
这一好消息传到千家万户呢？如
何让群众就近享受到便捷的诊疗

服务呢？”刘耕秀说，为此，他们安
排人员制作了30余条宣传条幅放
到街道显眼的位置；利用全镇23个
村卫生室的32名乡村医生，结合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诊疗工作，
通过入户体检、开展健康知识讲
座、发放健康知识宣传页、义诊等
形式，营造“专家在身边、看病不跑
远”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目前，李口镇卫生院
通过科室共建、技术帮扶等措施，
组建起了“疼痛、康复、慢性病管
理”3 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
该院的中医科、口腔科、影像科、妇
科已成为群众认可的“品牌”科室。

“今后，我们将继续把健康帮
扶工作做到实处，加大防返贫动态
监测力度，为群众提供优质的医疗
服务；同时，不断完善健康帮扶措
施，为基层培养更多的健康‘守门
人’，助力郏县乡村振兴工作。”张
彦珂说。

今年2月9日是大年三十，在焦作市
武陟县城的大街小巷，火红的灯笼、耀眼
的春联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气息。早上7
时，武陟县人民医院内二科负责人郭权
彪如同往常一样起床、洗脸、吃饭，因住
院部还有 20 多位危重患者需要会诊处
理，预约了35位老年人门诊复查！他满
脸歉意地和妻子告别，匆匆走在上班的
路上。

“您可以回家过年了！要按时服药，
饮食营养要均衡，适度活动，我会随时给
您打电话随访的！”7时30分，在病房内，
郭权彪对曾因患呼吸衰竭住院治疗的老
年患者成其州说。“回家过年，阖家团圆，
真好！感谢郭主任和各位护士，是你们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患者笑着说。

2006年，从新乡医学院毕业后，郭权
彪来到武陟县人民医院工作。多年来，
他勤奋好学、刻苦努力，凭借扎实的理论
知识、丰富的临床经验，逐渐成为所在医
院老年病科、神经内科的负责人，同时负
责门诊、病房管理工作。

“爸妈回老家快一个月了，我还没有

时间看望他们！”郭权彪走在通向诊室的
路上，歉疚地说。郭权彪和妻子都是医
务工作者，每天的工作都是忙忙碌碌的，
平时很少有一起逛街购物的机会；年过
六旬的父母在农闲时，来县城帮他们做
饭、接送孩子上学，郭权彪与父母促膝长
谈的机会很少；儿子上小学三年级，女儿
上初中一年级，每天都是父母送孩子们
上学。“明天上午下班后，我一定回老家
陪您吃团圆饭！”在电话里，郭权彪向母
亲连连“承诺”着。

10时，71岁的王素珍老人在孙女的
陪伴下走进门诊二楼内科 6 诊室，郭权
彪认真地为老人听诊、量血压、看检查结
果后，将一张条目清晰的保健处方递给
患者，嘱咐患者：“从检查结果来看，您血
压不稳定、血糖高、电解质紊乱，要按时
吃药，少吃含糖高的食品。这是我的手
机号码，您可以随时联系我。”

17 时 30 分，刚回到家的郭权彪，突
然听到手机铃声响了，“郭医生，我是西
司徒村的田振（化名），俺家人现在感到
前胸后背压榨疼，想请您看一看？”电话

那端急切地说。“不好，这是心肌梗死的
征兆，让他马上平躺休息、舌下含化消心
痛片。我现在就联系救护车去接患者！”
郭权彪说完，就匆忙向楼下跑去。

据了解，郭权彪平日里除了给患者
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提供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还经常参加管理部门组织的大型
义诊活动，奉献爱心。同时，郭权彪时常
走出诊室，走进糖尿病、高血压病等慢性
病患者家中，讲解合理用药知识与注意
事项，增强他们的防病意识。除了提供
专业的诊疗服务外，在生活上，郭权彪耐
心为心情焦虑的患者讲解治疗疾病需要
一个过程，鼓励患者调整好心态，积极配
合医生治疗。

在诊室里，郭权彪会为身心疲惫的
患者家属递上一杯温开水，微笑着告诉
患者：“刚才，您真棒！接下来，您需要按
时服药、好好休息啦！”平易近人的郭权
彪总是在默默地守护着患者。郭权彪时
常说：“既然患者相信我，我必须用最好
的诊疗技术和服务回馈他们！为患者看
好病，是我一生的追求。”

工作中的郭权彪

目前，健康养生是社会关注的热
点之一。而养生应当以肾脏为先，
肾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不仅可以
通过内分泌功能影响血压的变化，
还可以通过尿液排出体内多余的
代谢物，来调节身体的电解质和酸
碱平衡，以及影响骨髓造血等。

如今，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以及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性
病患者数量的增加，慢性肾脏病的
发病率也在逐年升高。据《慢性肾
脏病筛查诊断及防治指南》显示，
目前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已达
10.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
肾脏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在疾病

的早期很难被发现，只有当肾脏损
伤超过75%时，才会出现腰痛、乏力、
水肿、泡沫尿等症状，因这些症状不
影响活动，所以被称为隐匿的疾病，
往往得不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目
前，慢性肾脏病的知晓率为12.5%。

小李今年28岁，目前到医院进
行每周 3 次、每次 4 小时的血液透
析。说起患病历程，小李的言语中
充满了遗憾。小李在 10 年前体检
时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病，虽然血
压有时达到 180/110 毫米汞柱（1
毫米汞柱=133.322 帕），因为症状
不严重，没有重视，不按时服用降压
药；5年前出现泡沫尿症状，尿常规

检查结果提示有蛋白尿，由于不影
响活动和正常生活，所以小李就没
有积极治疗。半年前，小李出现高
度水肿，伴有恶心、呕吐、不能进
食、睡觉时不能平卧等症状，到医
院做检查，被医生诊断为慢性肾功
能衰竭尿毒症期合并心力衰竭，
考虑为高血压病引起的肾脏损
害。小李说，假如自己早期按时服
用降压药，把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
内，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就不会得
尿毒症。

小李的经历告诉我们，对慢性
肾脏病要引起足够重视。那么，如
何才能早期发现肾脏病的“蛛丝马

迹”呢？以下症状提醒大家可能得
了慢性肾脏病：1.发现小便泡沫多，
像“啤酒花”一样长时间不消失；2.
尿液不是正常的淡黄色，而是呈浓
茶色、洗肉水样、酱油色、浑浊如淘
米水一样；3.尿量突然增多，超过
3000 毫升/每天，或者尿量减少不
足 1000 毫升/每天，甚至是 400 毫
升/每天；4.夜尿次数增加，每晚在
3 次以上；5.晨起出现眼睑、颜面、
双下肢浮肿，早上或者劳累后症状
加重，休息后减轻；6.两侧腰部出现
不明原因的疼痛；7.血压突然有变
化，平常的降压药不能控制病情；8.
口中有尿素味，伴有恶心症状。

得了肾脏病要做哪些检查才
能判断疾病的预后呢？我们需要
定期检查尿常规、血肾功能、肾脏彩
超等，必要时可以做肾脏CT检查。

得了肾脏病，如何控制病情
呢？建议大家从以下几个方面努
力：1.坚持低盐、低脂、清淡饮食；2.规
律作息，不熬夜，不久坐，不过度劳
累；3.慎用肾毒性药物，控制好血压、
血糖等；5.既往有急慢性肾炎、糖尿
病等慢性病的人群，要定期进行尿
常规和肾功能检查；6.在医生的指
导下，适度运动，增强抗病能力。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西医结
合医院，为河南省健康科普专家）

春节假期结束后，因适应不了
快节奏的工作，王璐（化名）满面愁
容地来到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找
到心理专家求助。

王璐告诉专家：“春节放假后，
我就和父母出去旅游。虽然所到
之处人多拥挤，但是我感觉很放
松。”旅游结束回到家后，王璐说：

“我每天在父母的精心照顾下，除
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外，剩余的
时间几乎是睡觉，或者是上网聊
天、看视频、打游戏。因此，不管是
白天还是黑夜，对我来说，这个春
节过得非常自由、快乐。”

可是，王璐回到单位上班，身
体出现一系列不适症状：一是感到
精神不振、疲惫不堪；二是坐立不
安，心神不宁，食欲下降，经常失
眠；三是无法集中精力干活儿，昏
昏欲睡；四是想到每天8时就要准
时坐在办公室里工作时，就感到心
情郁闷、烦躁不安。

“王璐的病情，属于典型的节
后综合征。”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周梦煜说。节后综合征
的发病原因，是在长假期间，人们
娱乐玩耍，或者外出旅游、走亲访
友，休息的时间反而比平时上班时
还少，生活规律被打乱，扰乱了正
常的生物钟。同时，在节日期间，
人们饮食无规律，时常烟酒无度，
造成营养搭配不均衡，以致身体器
官“超负荷运转”，极易引起脏腑功
能紊乱，虽然没有达到发病的程
度，但是身体已经感到不适了。这
样，长假结束后，人们一旦回到紧
张的工作环境中，就容易身心失
衡，出现多种亚健康症状，容易诱
发各种疾病。这种心理不适一般
发生在上班的前几天，也有人会持

续一周左右。
目前，春节假期已经过去了，许多人重新投入

紧张的工作中。但是，走进办公室的人，往往会发
现自己提不起工作兴趣；坐在办公桌前，却不想工
作，感到头昏、胸闷、想睡觉，总觉得身体疲惫、心情
烦躁，不能集中精力工作。

那么，如何应对节后综合征呢？周梦煜给出
以下调整方法：一是体力恢复；二是心理恢复。身
体恢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比如经常步行、慢跑、
做体操等，做一些使自己心跳加快、出汗的运动，
让身心“动”起来，胃口也会调整到正常状态。至
于心理方面的调整，首先，要制订一个具体计划，
比如节后的工作安排和工作目标；其次，要主动找
一些朋友了解一下他们的应对方法，聊天也是一
种排解郁闷的方法；如果症状无法改善，就需要求
助于心理医生了。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在基层我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在郑
东新区圃田乡卫生院中西医结合科工作已
20年了。回首过去的20年，我既见证了卫
生院的变迁，又见证了群众治病需求的不
断变化。

刚开始，我在门诊工作时，前来就诊的
患者比较多，主要是一些感冒、支气管炎、
消化不良等常见疾病、多发病。当时，卫生
院存在医疗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医务人
员少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诊疗工
作面临诸多困难，比如无CT（计算机层析
成像）等医疗设备，医生时常让患者检查
血常规、心电图、黑白B超等，结合检查结
果与凭借诊疗经验为患者治病。当时，刚
从医学院校毕业不久的我，在诊疗之余，时
常购买一些医学书籍来阅读。就这样，我
一边学习，一边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于
临床。如果遇到疑难疾病，我就请教资深
的老师。我运用这些方法，提高了自己的
诊疗技术水平。

同时，我对前来就诊的患者进行了分
析，发现他们均是卫生院周边地区的常住
居民，由于缺乏防病知识，为了省钱，时常
在难以忍受病痛时，才来卫生院就诊，往往
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在卫生院诊疗疾病
时，不分病种、不分内科外科，只要是常见
病患者，值班医生都会接诊治疗，并且就
诊的患者有时是吃饭时间，有时是晚上，
有时是凌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患者不
能得到精准治疗，后果将不堪设想。我认
为，在为患者治疗的过程中，诊疗技术是关
键，提供不间断的服务也很重要。于是，我
向卫生院负责人建议：为患者提供夜间门
诊服务。没想到，负责人很快采纳了我的
建议，夜间门诊成为改善就医体验的一剂

“良方”。
让我感受很深的一次诊疗经历，是卫

生院刚建好新病房楼时，收治一位89岁、
心力衰竭的女性患者，上级医院医生让患
者回家静养；患者家属不放弃，请求我为患
者治病。看到患者家属渴望的眼神，我就
下定决心，收患者住院，精心为患者治疗。
其间，我放弃了节假日，每天定时查看患者
的病情，适时给患者推注强心剂等。经过
精心治疗与护理，患者的病情得到控制；
一周后，患者在家属的搀扶下，能够下床活
动，顺利出院。我用自己的技术为患者消
除了病痛，深感自豪。这激励我不断提高
临床技术水平。几天后，让我感到特别突
然，患者家属拿着鞭炮，举着锦旗，来卫生
院表示感谢。当时，我内心无比激动，眼睛里流出激动的
泪水，我感到在卫生院当医生，能够为患者消除病痛是一
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在服务患者过程中，我悟出一些诊疗体会：1.与群众建
立起信任、和谐的关系，始终关心群众的健康状况，用心倾
听他们的需求；只有提高诊疗技术、增强服务意识，才能赢
得群众的信任。现在，我们卫生院把慢性病管理与医防相
融合，利用中医的诊疗特色，针对慢性病患者开展全方位
的健康管理。2.及时了解群众的健康需求，提供便捷、有效
的医疗服务。3.提供中医药诊疗服务，包括中医治疗、健康
教育、慢性病管理等，满足了群众的健康需求。

未来，我对服务好群众的一些想法：1.希望进一步优化
诊疗模式，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提高医生的综合素质。2.
加大对基层医生的支持力度，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3.
为群众提供有效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开展个性化的中
医诊疗方案，提高群众的健康水平。4.做好转诊工作，确保
群众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服务，提升医疗水平。

作为一名基层的中西医结合医生，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将继续扎根基层，不断提高自身的医疗水平和服
务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更加有效、便捷的医疗
服务。

（作者供职于郑东新区圃田乡卫生院中西医结合科）

籍德长是濮阳县胡状
镇卫生院中医骨伤科负责
人，也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队队长，出身医学世家，自
幼学医。1986年，他到安阳
市内黄县中召乡学习临床
骨科技术，师从著名骨科专
家韩文朝；后来，他到濮阳
县胡状镇卫生院工作。在
工作期间，他坚守“学习永
无止境”的信念，先后多次
到郑州市、北京市、上海市、
南京市等地骨科医院学习
软组织损伤、临床骨科解剖
等知识与技术。随后，他适
时把学到的知识与技术运
用到实际工作中，逐渐形成
独特的籍氏骨伤特色疗法。

籍德长时常说：“干事
就要干到最好。”为此，在给
患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他
一旦发现异常症状，就会查
找书籍、请教老师，决心诊
断清楚病情，力求对症治
疗。由于治疗效果明显及
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籍德
长在濮阳县已小有名气，
十里八乡的群众慕名找他
看病。

籍德长的治疗方法具
有疗程短、见效快、费用低
的特点。68 岁的文留镇寺
台村村民程某突然出现腰
痛症状，疼痛难忍，在当地

治疗几天无效后，经籍德长
治疗两个疗程，能够正常走
路。濮阳县一位患者因打
篮球扭伤脚部，在某医院诊
断、治疗后回家休息，半个
月后病情加重，后来，患者
辗转找到籍德长治疗，经过
3个疗程的精心治疗，患者痊
愈。此类病例不胜枚举，在
籍德长的诊室里悬挂着100
余条锦旗，充分说明了患者
的感激之情、信任之心。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
患者，籍德长经常免费为其
治病。濮阳县八公桥镇贾
寨村村民贾某患有脑梗死，
右膝关节患有滑膜炎，籍德
长免费为其治病，直至消除
病痛。籍德长说：“患者的
信任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今，籍德长在获得患
者信任的同时，也得到同行
认可，慕名前来学习的同行
也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
来 自 山 东 、广 西 、贵 州 等
地。面对患者的赞誉和同
行的认可，籍德长谦虚地
说：“我只是在骨痛治疗领
域积累一些诊疗经验、取得
了一些研究成果，今后需要
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作者供职于濮阳县胡
状镇卫生院；本文由本报记
者冯金灿整理）

我 的家庭医生故事的家庭医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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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看好病，是我一生的追求”
□王正勋 侯林峰 任永立 文/图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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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健康 从关注尿液泡沫变化做起
□唐桂军

“患者的信任
是我前进的动力”

□王 刚

“组团式”帮扶 让群众看病更方便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赵培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