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IYAO WEISHENG BAO6 基层视角 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

责编 徐琳琳 美编 徐琳琳

精准帮扶送技术 群众就医更方便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全国成 张蔓丽 文/图

2020年5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正
式全面托管叶县人民医院，挂牌“河
南省人民医院豫西南分院”。4 年
间，河南省人民医院根据叶县人民
医院的发展需求，相继派出6批专家
对叶县人民医院进行技术帮扶，实
现了跨区域紧密型医联体的上下联
通，打通了医院发展中面临的痛点、
堵点问题。

“如今，过去看不了的大病、重
病，现在会看了、能看好了；过去做
不了的手术，现在可以开展了，并且
开展得很好。实现了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省级三甲医院的诊疗服
务，不仅节省了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还高，让群众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叶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叶英军
说。

专家派驻到基层 群众多受益
“真没想到，在叶县县城就能享

受到省级医院专家团队的医疗服
务，让专家团队长期派驻到县医院
坐诊看病，不仅让群众看病省钱、省
心，还省去很多麻烦事儿，这样的医
疗惠民政策真好……”近日，记者随
同叶县人民医院的医务人员，来到

患者李某的家里进行健康随访和用
药指导。据李某介绍，今年4月，他
因肝右叶巨大肝癌住进了叶县人民
医院，由于手术难度大，该院的肿瘤
科医生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
指导下，做了介入治疗，手术很成
功，总住院费用 1.3 万元，医保报销
后个人只需负担 3000 余元，省去了
不少医疗费用。据了解，自从河南
省人民医院全面托管叶县人民医
院，近万例类似李某的患者均得到
受益。

“过去，我们收治的肿瘤患者全

靠药物疗法，治疗手段单一；河南省
人民医院全面托管叶县人民医院之
后，改变了这一现状。目前，叶县人
民医院可以开展的肿瘤治疗，包括
药物治疗、介入治疗、靶向治疗、免
疫治疗、化疗等多种疗法。患者不
出县城就能享受到省级的医疗服
务，报销比例高，患者的获得感不断
提升。”叶县人民医院肿瘤科主任、
副主任医师崔艳东说。

技术帮扶 实现“大病不出县”
“多亏医务人员及时抢救，让我

没有成为一名半身不遂的患者！”今
年 5 月，叶县夏李乡 56 岁患者张某
突发左侧肢体偏瘫，被家人发现后
立即送到叶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经检查后，被确诊为脑梗死且大血
管堵塞。叶县人民医院神经重症科
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可带领团队给
予静脉溶栓后桥接颅内动脉取栓术
治疗，张某住院一周后痊愈出院，未
出现后遗症。

“以往遇到类似的患者，都是靠
药物保守治疗，效果差。在河南省
人民医院专家团队指导下，叶县人
民医院成功开展了急诊取栓技术，
大大降低了脑梗死患者的致残率和
致死率，真正做到‘大病不出县’！”
李可说，受益的方面远不止这些。

“河南省人民医院专家团队进驻该
院以后，以普外科为试点，明确了三
级医师查房制度，使诊疗过程更专
业、更规范。在技术提升方面，指导
并成功开展了腔镜下微创手术，其
创伤小、痛苦小、术后恢复快，不仅
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还省去了
患者的很多医疗费用。”

填补技术空白 降低外转率
“河南省人民医院全面托管叶县

人民医院，是医院积极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建设，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构建
跨区域紧密型医联体的又一具体实
践。时至今日，数字见证托管的成
果。叶县人民医院开展新业务、新技
术622项，指导开展手术5562台次，
填补医院的190 项技术空白。医院
业务总收入同比增长12.68%。其中，
门诊医疗收入同比增长6.83%，住院
医疗收入同比增长14.63％，药占比
较去年同期下降5.06％，平均住院日
同比减少0.5天，住院患者外转率同
比下降6%。”河南省人民医院豫西南
分院执行院长李佩丽说。
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叶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杨小鹏说：“河南省人民医院托管
叶县人民医院之后，叶县医疗服务
能力显著提升，取得了明显成效。
县域外转率降至3%，对医疗能力提
升，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今后，我
们要以河南省人民医院托管县医院
为契机，把豫西南分院打造成管理
水平先进、医疗技术精、辐射能力强
大的县域医疗中心，加快推进紧密
型县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健康叶
县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下一步，我们要以创建慢性
病管理示范县为抓手，在全县554个
行政村，以村卫生室为依托，建立健
康小屋和健康文化长廊，使慢性病
知识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推动

‘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使叶县的群众更加幸福、安
康。”杨小鹏说。

力乡村振兴助

王淼：踏踏实实干好活儿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王 卓 马德清 文/图

放射科是医疗卫生机
构中的“侦察连”，在医疗活
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南召县中医院放射科主任
医师王淼，从医26年来，始
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王
淼不断学习新技术，开展新
项目，在医学影像诊断方

面，练就了一双“火眼金
睛”，并带领放射科团队成
员提高整体医技水平，通过
精准地诊断，为数以万计的
患者提供早期诊断。

作为放射科的负责
人，王淼始终从医院的大
局出发，时刻维护医院的

利益，只要对医院发展有
利 ，他 从 不 计 较 个 人 得
失，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
力 ，扎 扎 实 实 把 工 作 做
深、做细。王淼总是很晚
才下班，总要留到最后，
全面了解科室当天的工
作 情 况 ，并 处 理 遗 留 问
题，检查设备安全后，才
会安心地回家。对患者
提出的问题，王淼总能耐
心细致地回复，并提出合
理的意见。

王淼十分重视科室医
疗质量和人才培养，积极
组织科室医务人员参加院
内培训、外出学习，不断提
升团队的专业能力和服务
意识，提高团队的专业素
养和医疗质量，为科室的
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保证。

近年来，在王淼的带
领下，南召县中医院放射

科开展了多项新技术、新
业务，在历届的南阳市中
医医院质量管理年考核和

“二甲”中医院评审活动
中，得到评审专家组的充
分肯定，并多次获得医院
优秀科室荣誉。

新冠疫情期间，王淼
带领放射科团队完成了日
均 300 例以上肺部 CT（计
算机层析成像）检查的艰
巨任务，真正成为人民群
众健康生命的守护者和托
付者。

王淼作为一名临床医
学专业出身的医技科室医
生，因医院发展的需要，他
放弃所学专业，服从组织
安排，从头再来，而且一干
就是 26 年。从最初的一
窍不通到现在的成绩斐
然，融入太多对从事的放
射医学专业的认知和热
爱。26 年来，王淼完成影

像学检查的诊断报告已达
数十万份。由于早期硬件
条件有限，其中一大半报
告是王淼手写完成的，但
是他的报告结论始终保持
了较高的临床符合率，得
到同行的肯定。由于长期
大量阅片，给王淼带来了
高度的近视和白内障等并
发症。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
于人；行不愧于民，思不惭
于心。”这是王淼的人生理
想和职业追求。在王淼的
影像学世界里，永远乐此
不疲，充满激情。正如王
淼所说：“每一幅影像的背
后，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都映照着一个幸福的家
庭。我将继续秉承着医者
仁心，认真对待每一位患
者，对每一份影像诊断负
责，做一名有温度的影像
科医师。”

物剪影人 物剪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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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在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
期 3 年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简称规培）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规培是我医学职业生
涯中的重要阶段，也是
我在医学道路上不断
成长的机遇。从最初
的懵懂无知，到如今的
独立操作，每一步都凝
结着努力和汗水。

回首过往的规培
生活，我深感时光飞
逝，好在收获满满。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
好的学习平台，在医院
领导科学合理的安排
下，我轮转了内科及相
关科室。在每个科室
的学习过程中，我对医
学的广度和深度有了
更清晰地认知。

轮转血液内科期
间，我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血液科副主
任医师甘思林带教下，
每日查房前，学会了对
患者的病情分析，以及
如何为患者制定治疗
方案、如何为患者进行
骨髓穿刺术。甘思林
结合患者症状体征和
检验检查结果，详尽地
向我们讲解血液系统
疾病的知识，比如再生
障碍性贫血、多发性骨
髓瘤等，理论结合临
床，帮助我们逐步构建
扎 实 的 医 学 基 础 框
架。通过甘思林“手把
手”的教导，使我学会
了很多。

我逐步认识到医务工作者所肩负的
责任和使命，每一次诊疗决策都关系到
患者的生命健康，必须慎之又慎、精益求
精。在急诊内科轮转期间，有一位肝损
害患者，我为了确定患者肝损害的病因，
反复询问患者的病史，并查阅相关文献，
最终确定患者为药物性肝损伤。通过后
期的治疗，患者的病情逐渐好转。这些
经历促使我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成为我
医学职业生涯中的宝贵财富，也为我将
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打下坚实的基
础。

医学是一个需要团队协作的领域。
在规培过程中，我有幸跟随优秀的医务
人员学习，深刻体会到团队成员之间相
互配合、相互支持的重要性。令我印象
深刻的是在呼吸内科的轮转经历。我面
对病情复杂、危重的患者时，往往会出现
力不从心的情况。在带教老师的指导和
护理团队的配合下，以及多学科会诊老
师的协助下，我不仅系统学习了重症肺
炎、呼吸衰竭等呼吸疾病危重症的判断
和诊治，更体会到只有团队齐心协力，才
能使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之余，我也积极参
与医院举办的相关活动。2022 年，我有
幸在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红和副主任医
师陈红杰的指导与鼓励下，参加了第一
届“豫哈共讲肺结节”比赛，并取得了优
异的成绩。从选题、相关文献和指南搜
集、内容整理和最后的演示，每一个步骤
都反复修改和练习。在这个过程中，我
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理论水平，学习了肺
结节治疗技巧，还掌握了前沿诊疗进展，
更在比赛中全面锻炼自己、实现了新突
破。

我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规培期
间，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周琳作为我的导
师，对我的工作、学习、生活帮助良多，带
领我参加各类学术讲座，学习消化系统
疾病的诊疗知识。同时，周琳对我的生
活也经常关心，亦师亦友。她教会了我
要始终将患者放在首位，对患者认真负
责，无论工作多么繁忙，都要留出时间查
房，并耐心地与患者沟通，尽可能地让患
者感受到温暖。周琳从不停下学习的脚
步，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参加全国各地
的学术讲座和研讨会，不断钻研最新的
治疗方案与科研进展。她努力的模样，
成为我前进的目标。

规培顺利结业后，我将以崭新的身份
迈入医学道路，并对未来充满期待和憧
憬。如何将规培所学知识应用到未来的
工作中？这是每一位规培生走向职业成
熟的重要一步。我将在日常临床工作
中，持续实践与巩固临床技能，利用业余
时间回顾规培期间学习的专业知识，结
合近期的医学文献和研究成果，不断完
善自己的知识体系；积极参加学术会议
和研讨会，与同行交流，了解医学领域的
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将规培期间所培养
的医德医风贯穿于整个职业生涯中，尊
重患者权益，保护患者隐私；继续提升与
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能力，耐心倾听他
们的需求和疑惑，获得患者的信任；在医
院和科室内积极参与团队建设，主动与
多学科医生进行沟通协作，与同事建立
良好的合作关系；定期对自己的工作进
行总结和反思，明确职业目标和发展规
划，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努力
为医学事业发展贡献微薄之力，实现个
人价值。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第二人
民医院）

如何才能吃得安心
□张社芹

把好购买渠道关
大家在购买食材时，

要确保食材新鲜卫生。
购买蔬菜、面食时，可采
取少量、多次购买的办
法，确保食材新鲜；购买
肉类、鱼虾贝类、半加工
或加工食品时，要选择具
备相应资质、食品贮存条
件较好的正规商场、超市
和农贸市场。观察食材
是否新鲜，是否在保质期
内，包装是否完整无损、有
无鼓包等现象。对于需要
冷藏和冷冻的食品，大家
在购买时应注意查看是否
符合相应的贮存条件，一
般冷藏温度为0摄氏度～
4摄氏度，冷冻温度为-18
摄氏度以下。

把好烹饪流程关
烹饪前，大家要确认

食材新鲜，无异味、无腐
败变质；做饭时，刀具、案
板和餐具的使用要做到

“生熟分开”。凉菜要现

做现吃，可适量加入大蒜
或 醋 ，不 仅 可 以 调 味 爽
口，还可以杀菌消毒。各
类菜豆（如四季豆、芸豆、
刀豆、豆角等）大量上市，
也是做凉菜的常用食材，
要做到“烧熟煮透”，防止
食物中毒。鱼虾贝类往
往携带多种病原微生物，
要彻底煮熟、蒸透，尽量
不生食。很多人喜欢吃
小龙虾，烹饪时要注意清
洗干净、煮熟煮透，不食
用感官异常和不新鲜的
小龙虾，不能一次性食用
过多。

把好食物贮藏关
需要冷藏或冷冻的食

物，购买后尽快放入冰箱
保存，并尽量做到分隔或
独 立 包 装 ，避 免 交 叉 污
染。冰箱内存放的食物
不宜过满，储存时间不宜
过长。烹调好的食物，常
温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小
时，尽量贮藏于密闭的容
器内，避免苍蝇、蟑螂等
动物接触；剩菜、剩饭要
及时冷藏，且不超过24小
时，食用前应确认无腐败
变 质 ，经 彻 底 加 热 后 食
用。

把好卫生习惯关
注意手卫生。做饭时

注意双手干净清洁，尤其
是加工熟食或者凉菜时；
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好习
惯，减少肠道传染病感染
概率。碗筷刀具清洗干净
后，要保持干燥，洗碗巾、
抹布容易藏污纳垢、滋生
细菌，每次用过后都要及
时清洗干净，还要做到及
时更换。定期清洗消毒碗
柜、冰箱、冰柜、微波炉等
与食具有关的容器，安装
纱帘、纱窗，做好物理隔
断，避免虫、鼠及其他动物

进入厨房和接近食物。定
期对厨房餐厅及周围卫生
区杀灭蚊蝇。

把好自我保护关
天气炎热，食欲不佳

者，更要做到合理搭配饮
食，少食油腻食物，切忌暴
饮暴食。网上订餐时，尽
量选择正规以及有一定知
名度的餐饮店。外出就餐
时，应选择持有效证照、就
餐环境良好、管理规范的
餐饮场所就餐，不在无证
小吃摊等场所就餐，谨慎
选择生食海产品、熟卤肉、
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物，
就餐后及时索取发票等就
餐凭证，如果出现身体不
适，应尽快就医。

把好以上“五关”，就
是防止“病从口入”。食品
安全有保障，才能吃得舒
服、吃得健康。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
濮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

我 在基层在基层

如
何
做
好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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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蒋
建
国

明确宣传目标
确定人群 包括普通公众，以及学

生、老年人、流动人口等高风险群体
等。

设定目标 提高公众对结核病的
认识，了解传播途径、预防措施、早期
症状及治疗方法。

确定宣传内容
基础知识 介绍结核病的基本概

念、传播途径（主要通过空气传播）、易
感人群等。

预防措施 强调个人卫生习惯（如
咳嗽礼仪）、通风换气、接种疫苗（针对
儿童的卡介苗）、避免与结核病患者密
切接触等。

早期发现与治疗 普及结核病早
期症状（如咳嗽、咯痰持续两周以上、
午后低热、盗汗）等知识，强调及时就
医的重要性，以及规范化治疗可以治
愈结核病。

惠民政策 介绍国家对结核病防
治的政策支持、免费检查和治疗政策、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等。

多样化宣传渠道
媒体宣传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

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发布结核
病防治知识，制作专题节目或公益广
告。

社区活动 在社区、学校、工厂等公
共场所举办讲座、义诊、展览等活动，发
放宣传资料。

社交媒体 利用微博、微信、抖音
等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结核病防治知
识短视频、图文信息，增加互动性和传
播力。

强化专业培训
医务人员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对结

核病的诊断、治疗和管理能力，确保他们
能够为患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服务。

宣传人员培训 对参与宣传活动
的志愿者、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确
保他们准确掌握结核病防治知识，能够
有效传达给公众。

倡导政策支持
呼吁社会关注 通过宣传活动向社会各界呼吁，加

大对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推动政策落实 倡导政府落实结核病防治政策，完

善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医疗保障水平。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公众对结核

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和重视程度，促进结核病的预防
和控制工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叶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王永超正为患者家属耐心讲解患者病情叶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王永超正为患者家属耐心讲解患者病情

目前，虽然已经进入秋季，但是气温依旧偏高、空气湿度大，食物易腐烂变
质，易发生食物中毒、肠道传染病。俗话说“病从口入”，大家要特别注意饮食卫
生，把握好食品安全关，才能吃得舒服、吃得健康。

王淼正在为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王淼正在为患者进行影像学检查

本栏目由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办

科 普专家话健康普专家话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