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大医西行》获省
卫计委评选一等奖

本报济宁讯 （通讯员 张勇 马澍旸）近
日， 山东省卫计委宣传处发文表彰全省卫计系
统“感动在身边”主题摄影、微电影、公益广告
等优秀作品， 由济宁医学院宣传部与济医附院
联合拍摄的专题片《大医西行》被评为微电影
类一等奖。 评审专家认为，《大医西行》专题片
故事感人丰富、采访拍摄深入、制作剪辑流畅，
标题和内容提炼升华了主题，表现形式立体、到
位，在当前脱贫攻坚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是一部
契合时代主题、 展现山东医疗机构和医疗队伍
无私奉献精神的佳作。

专题片《大医西行》紧扣“爱心西行 健康
扶贫”这一主题，通过鲜活的事例，全景展示了
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相关政府部门、济宁
医学院和该院四方融合， 为青海省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提供无私帮助和全力支持的先进事迹。
2013 年以来，济宁医学院和附院以派出博士专
家团赴青海省医院挂职、任职，管理专家指导传
授管理经验等活动为桥梁和纽带， 将先进的医
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青海各地， 惠及更多的
当地就医群众， 其中几年来派出 50 多位专家
帮助青海红十会医院全方位提升医疗水平，帮
助当地建设了一支高水平的医疗队伍； 针对青
海地区医疗资源相对短缺的实际情况， 实行四
方联动，开展了送医下乡进农户活动，多次深入
到青海偏远地区群众家中送医送药， 体现了齐
鲁儿女对青海人民的一片真情；该院“爱心医
疗救助工程”活动走进青海，开展了免费救助
青海贫困先心病儿童的活动， 与青海省慈善总
会、 青海红十字医院签订了救助协议， 先后有
47 名青海先心病儿童被接到该院成功实施了
免费手术，重获健康生命。 多年来，济宁医学院
和该院将“大爱文化”作为医学生教育和医护
人员教育的主要内容， 贯穿于医学教育和医疗
服务工作中，为他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
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大爱西行的点点滴滴
即充分诠释了济医人和附院人的大爱情怀和高
尚品格。

“感动在身边”主题摄影、微电影活动是由
省卫计委组织发起的一项活动， 旨在弘扬卫生
计生职业精神，加强卫生计生文化建设，为促进
我省卫生计生工作发展，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营造良好的氛围。

汶上县人民医院

锦旗展现温暖医患关系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张玉玲 李甜）患者的健康和家属的

认可对所有医护人员来说是最高的荣耀。近日，汶上县人民医院
骨科收到两面锦旗，感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

据悉，雷奶奶今年已经 90 岁高龄了，因为股骨颈骨折入院，
可能因为平时身体比较好，一下摔得不能活动，心理承受不了；
或许因为怕麻烦家里人，来到医院十分不配合，甚至用绝食的方
式来对待自己。 看到雷奶奶这样的状态护士们都很担心，怕她想
不开，也怕她产生其他病发症，更怕她延误了手术最佳时间，耽
误以后的活动。 该院骨科护士积极地为雷奶奶做心理护理，给她
加油打气，并给她讲述康复病例增强其康复的决心。 过了两天，
老人的态度逐渐转变，也有了做手术的决心。 雷奶奶顺利地做了
髋关节置换手术， 由于老人年龄已经很大， 术后身体电解质紊
乱，骨科医务人员及时为老人调解电解质，并积极给她做翻身、
剪指甲等基础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协助她做功能锻炼。

“刚开始，我们指导老人下床锻炼，慢慢的老人自己锻炼，我
们看到雷奶奶从来时的疼痛与抗拒，到后来的坚强与从容，真的
觉着自己虽然做的事很小但成果非常丰硕。”医务人员说。如今，
老人家已经康复出院半个多月了，老人让家人陪同送了锦旗。

据悉，该院骨科开展的髋关节置换术、膝关节置换术等大手
术得到了许多病人的肯定，锦旗感谢信也是纷至而来，这也得益
于医护之间的沟通与讨论，医生的手术做得好，护士的护理做得
到位才能赢得患者的掌声。

3月 15 日是消费者权益日，济宁广联医药在我市集中宣传主会场积
极参加活动，向广大市民讲解辨别假药知识，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
图为活动现场。 ■记者 刘传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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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 现代化
济宁市中医院新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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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支气管哮喘
案例：患者刘先生，48 岁，支气管哮喘病史 8 年，常因

感冒及闻到异常气味、接触冷空气发生呼吸困难、咳嗽、胸
闷，需经治疗后缓解。

读者刘先生问：什么是支气管哮喘？哮喘不发作时是否
需要治疗？ 哮喘应注意什么？

济宁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时以营回答：中医
认为支气管哮喘是一种发作性的痰鸣气喘疾患， 以呼吸急
促、喉间哮鸣有声为特征。 为宿痰内伏于肺，复因外感、饮
食、情志、劳倦而诱发。哮喘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的疾病，
需长期治疗，大多数患者只是在发作时想起治疗，而在缓解
期则不用任何药物， 这样反复发作， 久而久之可引起肺气
肿、肺心病等严重并发症。哮喘的现代治疗重点应放在缓解
期， 这是国际哮喘会议确定的以抗炎作为治疗哮喘的首要
原则。 通过缓解期的中医治疗，尽可能减少发作次数，且中
医治疗后即使哮喘发作,症状也较治疗前明显减轻。中医治
疗的目的是帮助调节体质，调节气血，平衡阴阳，保持体质
的相对稳定。 缓解期中医治疗辩证分为肺虚型、脾虚型、肾
虚型：1、肺虚：平时自汗、怕风、易感冒、流清涕，气短声低，
咯痰清稀色白，喉中哮鸣，舌苔淡白，脉象虚细。 治法：补肺
固卫。 方用玉屏风散加减。 2、脾虚：饮食减少，大便稀薄，倦
怠，语言无力，痰多清稀。 舌苔白腻，质淡，脉细软。 治法：健
脾化痰。 方用六君子汤加减。 3、肾虚：短气喘促、动则为甚，
痰白泡沫，耳鸣，腰酸腿软，劳累后易发，畏寒，肢冷，自汗，
面色苍白。 舌质淡白，质胖嫩，脉沉细。 治法：补肾摄纳。 方
用金贵肾气丸加减。

另外，哮喘病人还要注意居室宜空气流畅，阳光充足。
避免接触特殊气味，饮食宜清淡，忌进生冷油腻、辛辣酸甜
以及海鲜鱼虾等容易过敏的食物。同时要谨防气候变化，肺
部感染等诱因。

时以营，主任医师，教授，
济宁市中医院肺病科主任，济
宁市名中医。 擅长治疗呼吸系
统各种疾病， 特别对支气管哮
喘、慢阻肺、支气管炎、支气管
扩张、慢性咳嗽、感冒后咳嗽、
反复感冒及不明原因发热等疾
病的治疗经验丰富。

咨询电话：6551890

栉风沐雨展医者之“诚”
———记济宁市中医院院长王祥生

■本报记者 张慧敏
本报通讯员 王碧辉

他是一名医生，始终坚守从医初心让患者
能够重获健康，他是医院发展前行“掌舵人”，
带领团队不断砥砺前行，使济宁市中医院破茧
成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近年来，市中医院院
长王祥生把传承中医国粹、打造“中药香味”
里的群众满意医院作为当前乃至今后自己的
目标，而继续努力奋进。

甘于奉献 全年365天都是工作日

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 山东省名中医药
专家、山东省国医杰出精英、山东省优秀科技工
作者……在济宁市中医院院长王祥生身上处处
彰显着名医风范， 众多荣誉的背后也自然离不
开他的辛勤付出， 但他却始终觉着只是在做自
己该做的事，践行自己应尽的使命与担当。

“3 年前我患上了慢性肾炎致慢性肾功
能衰竭，各地大医院都去过但效果不明显还花
费不少，半年前在亲戚的建议下我来到市中医
院找王院长看病，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症状减
轻很多。 ”61 岁的张大爷说，现在每次来医院
复查自己都会去找王院长，除了他医术了得之

外，还因为他待人特别谦和，对待患者非常认
真细心，遇到不懂的问题都是耐心地讲解。

记者了解到，自 1989 年行医以来，从住
院医师到肾病科主任，再到医院副院长、院长，
一路走来，对待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他脸上
总是带着微笑格外用心，每次坐诊他的诊室外
都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且无论多晚都会坚持送
走最后一名患者。 全年 365 天，王祥生留给自
己休息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驻扎”
在医院里，把精力用在医院和患者身上，对他
来说每天都是工作日不知疲倦。

精益求精 既是管理者也是开拓者

今年是王祥生投身中医药事业的第 29 个
年头，作为医院的“掌舵人”，虽然平日里工作
担子很重，但近年来他对探索创新中医药新理
念、新疗法的执着依旧不减当年，对追求精湛
医术的脚步从未停歇。 临床工作中，王祥生深
感慢性肾衰竭给患者及家庭带来的经济重担
与身体痛苦，便经过潜心钻研，总结出了价廉
效优的中医中药内服外用联合用药的“三联同
步疗法”，用于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收到很好
的临床疗效，并荣获济宁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王祥生还主持研发

了院内制剂“灵芝健肾胶囊”“肾宁合剂”广
泛应用于临床，其创制的“大柴胡汤合当归芍
药散加减” 治疗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方法已作
为省重点专科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广泛推广应
用，充分显示出了中医特色疗法的独特优势。

此外，作为济宁市中医院肾病科学科带头
人，他还注重科室内涵建设，走中医为主，中西
并重，以研带产的特色之路，先后带领科室创
建成为济宁市中医重点专科、济宁市临床重点
专科、山东省中医药重点专科。

“成绩和荣誉代表着过去，我一直认为无
论做什么事都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不能滞缓
前行，要不然我自己都不甘心。 ”王祥生坦言，
他虽然是院长，但还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也
是自己的职责。只有不断去充电与创新使医术
精湛，才能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助他们恢
复健康。

心系百姓 让贫困患者看得起病

一提起肾病、肿瘤等疾病时，很多老百姓
眼里都透着恐惧，认为这都是“烧钱”也未必
能治好的疾病，而“烧钱”的程度大多是让一
个完美的家庭陷入贫困，很多病患也会因此而
放弃治疗。

在王祥生看来， 虽然高超精湛的医疗技术
是立院之本， 但把注意力聚焦在治病救人的同
时，还应重视如何让医院变得有“温度”，传播
出正能量。 要给予患者体贴入微的关怀、重视患
者对痊愈的渴望、为他们排忧解难，这样才能赢
得群众的认可和信任，提高患者的就医体验。

近 5 年来， 市中医院联合济宁市慈善协
会， 为尿毒症透析病人减免血液透析费用，每
年为困难尿毒症病人减免约 50 万元，真正解
决了尿毒症患者看病难问题。 此外，对恶性肿
瘤等疾病，医院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克服困
难， 与相关部门联合设置了 2000 万慈善基
金， 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领取治疗资金补贴。
自 2013 年成立慈善救助基金以来，已累计为
肿瘤患者减免近百万元；为肾病透析患者减免
近 300 万元。

据了解， 市中医院在减免献爱心的同时，
也在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医疗水平，将医疗资
源下沉到基层。 仅去年，该院就在基层建立了
5 家医疗联盟单位，通过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
医疗联盟，把优质中医资源下沉，将医疗队伍
送到基层。 今年，还将通过建立中医联盟将优
秀资源送到乡镇社区中心，并请乡镇卫生机构
的医务人员前来培训，把一些中医知识和医疗
技术带回乡村，让老百姓少花钱、看得起病。

市精防院职工志愿者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山君来 王新亮）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恰是植树的好时机，近
日，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积极响应团市委号
召，组织职工志愿者参加了在金乡县羊山镇
吴河西河堤举行的 “团聚青春 绿满济宁”
2018 年济宁市青少年义务植树活动启动仪
式，并进行了植树活动。

启动仪式后，市精防院志愿者立即投入
到植树活动中去，植树现场，志愿者们热情
高涨、干劲十足，一锹一锹地铲土，待树苗放
入树坑后又起土回填，随后培实新土、提桶
浇水，道道工序做得认真细致，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几十颗树苗栽种完毕，大家看着那
一片自己亲手种下的树苗在微风中摇曳，无

不露出幸福的笑容。
通过此次活动，激发了志愿者们对植树

造林、绿化环境、美化生活的共同意识，同
时， 他们深刻理解了植树造林和国家倡导
低能环保、绿色低碳生活的社会意义，在栽
下树苗同时也为济宁的春天播下了片片新
绿。

医疗前线上的“侦察兵”
———记金乡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任周战修的一天

■本报通讯员 孟丽 国文

当您病愈出院的时候，肯定会对昼夜在病
房治疗与护理您的医师、 护士充满感激之情。
然而您可曾知道，在制服病魔的过程中，他们
背后还有好多白衣战士出了大力。检验人员就
是这样默默劳动的英雄。 再脏再臭不在乎 ，
“化验”是医生的眼睛。

近日，笔者跟着金乡县人民医院检验科主
任周战修上了一天班，对检验科的医务人员有
了全新的认识。

血液、痰、脓液、尿液、粪便……种种常人
避之不及的污秽，金医的检验人却要天天与之
打交道， 并且近距离观查标本的形状和颜色，
忍受着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一天下来常常要
检验上百份标本。

早上 7:45 分，微生物实验室内，周战修
早已把昨天培养的标本排列开来，准备进行逐
一分析。他仔细地观察每一个标本内的细菌生
长情况，32 年的经验积累，使得周战修练就了
一双“火眼金睛”，可以准确捕捉到标本内对
临床有意义的致病菌。

“我们是医疗前线上的‘侦察兵’，各种
疾病的诊断都需要检验科先进行检验”。周战

修对笔者说。
上午是最忙的时候，8:00整， 此时的周战

修正在检验一位肿瘤患者的痰标本、血液标本。
患者的一份检验标本，从收集送往实验室，浅处
理后，要经过涂片、燃烧、干燥、显微镜检查等过
程才能得出检验报告。 检验仪器一直在运转，周
战修专心致志地在看显微镜，不断地进行分析，
像侦察兵一样观察，生怕漏掉什么蛛丝马迹。

“你好，血液肿瘤科吗？我这里是检验科，
报送危急值，17 床，血培养，结果革兰氏阴性
杆菌。 ”8:42 分，向检验出危急值的科室报送
危急值，在危急值记录本上，做好详细的记录。

8:50 分， 周战修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药
物敏感实验。这项实验通过检测细菌对药物的
耐药、敏感程度，为临床用药提供用药依据。周
战修挨个将检查报告审核完毕，站起身，此时
已是 9:28 分。

9:30 分，周战修来到标本采集处，收集标
本。 回到实验室，签收标本、登记化验单、分配
培养基……

拿着一份患者的痰液， 周战修仔细地观
察，用棉棒不断地搅动，笔者顿时感觉胃部有
些不适。 周战修说，为了给患者做出一份有意
义的检验报告，痰标本必须要用黄色的、粘稠

度好的痰块来做，所以搅动痰液是常态，并不
觉得恶心。 取好痰液，开始制作标本，周战修
说，一定要培养基内将痰液均匀、大面积铺开，
这样有助于细菌个体的生长，不会凑成一堆，
便于诊断是何细菌。 刚刚做完标本，同事又送
来了需要做真菌感染诊断的采集标本。 马不
停蹄，真菌感染诊断（G 实验）做起来。

10:30 忙完手头上的这些活，周战修坐下
来把审核完的检验报告逐一发出去。

10:32 分，微生物准备室内，周战修开始
进行 PCT（降钙素原）检验。 PCT 检验需要
14 分钟后才能有结果，周战修此时也不闲着，
开始查看血培养，对照着信息反复比对，把每
个人的四个培养瓶找齐，分别查看有无细菌生
长。 查看完毕，输入完结果，那边的 PCT 检验
也做好了，两台机器前，他轮流站立，这一站半
个小时过去了。

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悄悄流逝，把手头
的工作忙完，此时已是 11:02 分，他再次出去
收集采集的标本，然后继续着自己的工作。

12:05 分，周战修输入完最后一个检验报
告结果，站起身伸了个懒腰，洗了洗手，走进办
公室，拿起早上来时泡的已凉透的茶水喝了一
口，换好衣服，下班回家。

13:45 分，干净整洁的办公室里周战修正
在记录、整理着资料。 看着橱子内整齐排列的
一个个文件夹，可以反映出他是一个工作严谨
的人。

14:30 分，整理完材料的周战修再次来到
标本采集处，收集标本。

下午血标本比较多，把收集到的标本做好
记录，仔细消毒……

将血标本一瓶瓶整齐、规范地摆放到分析
仪内，等待结果的产生。

15:30 分，试剂不多了，周战修来到冷库
取试剂， 货架上各种试剂摆放的整整齐齐，标
注得清清楚楚。

来来往往，反反复复，一天的工作看似简
单，却工作量巨大。17:10 分，周战修把得出结
果后不用的标本仔仔细细地密封好，放到专门
配备的高压锅内进行高温消毒。

17:30 分，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周战修把
实验室内的物品规整好，洗完手，换下衣服，坐
在办公室内休息了一会。 他说，今天难得能准
时下班。

平凡而普通的一天，紧张而忙碌。 周战修
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坚守了 30 余个春秋，他忙
碌的身影，在笔者眼中挥之不去……

声 明
庞善民不慎丢失由山东火炬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 10 月 26 日开具的杨柳 K8-3-6 西户收据一张，收
据号：1609042，金额：596607 元，声明作废。

声 明
张国庆，不慎丢失 2007 年 8 月 31 日由山东火炬房地

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开具的杨柳 C 区 5# 东 2-1 东的收据
一份，收据号：7574957，金额：279769 元，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