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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胡帅）为切实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送到职工心坎上，营造爱岗敬业、

温馨大家庭氛围，2 月 19 日上午，

舞钢市人民医院工会主席宋春丽

及主管副院长孟冰辉，党总支副书

记、骨二科主任张建国，护理部主

任何松丽一起来到骨科病房，看望

慰问住院女职工、骨二科护士张

燕，并详细询问术后状况、治疗进

展等情况，叮嘱她安心休养，争取

早日康复。

“太感动了，没想到领导们会

来看望我，这以后上班更有动力

了，不能辜负领导对我的关心和期

望。”张燕激动地说。

舞钢市人民医院领导班子始

终把职工的冷暖挂在心里，坚持

做到从生活上关心、行动上关爱、

服务上到位，用真心和真情关爱

广大职工，让他们切身体会到医

院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增强了职

工队伍的凝聚力，促进医院健康

和谐发展。

舞钢市人民医院工会
走访慰问住院女职工

联系印刷厂协调印制宣传彩页，为

即将到来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月”活动

做计划，为病媒生物防制工作制定预案

……2月 18日，春节后第一天上班，杨巧

云列下未来几个月爱卫工作的“大纲”。

杨巧云现任湛河区红十字会会长，

历任湛河区爱卫办副主任、湛河区卫健

委副主任，自 2018年来一直分管爱国卫

生工作，历经 2018年、2021年和 2023年

三届国家卫生城市复审（以下简称国卫

复审）。

2018年杨巧云开始参与创卫工作，

成为创卫“新兵”，是时恰逢国卫复审，湛

河区城乡接合部面积较大，且有不少城

中村，卫生问题多、解决难、任务重、要求

严、责任大、涉及面广，面临的困难和压

力十分艰巨。

面对困难，杨巧云毫不退缩。她当

时主要负责辖区内小区和庭院的创卫工

作，在厘清边界，落实主体责任；调解纠

纷，检查督导整改；发放材料，普及创卫

知识的同时，还每天带着笔记本、手机，

将辖区内小区、庭院走了个遍。每到一

个地方，她都会对标创卫标准找问题，拍

照、做记录，把问题反馈给相关主管单

位，之后还要进行复查。

“几个月下来，手机里全是垃圾、污

水的照片，‘审美’变‘审丑’，到一个地方

第一反应不是看花赏景，而是看环境卫

生有没有符合创卫标准，先挑刺。”回忆

当初，杨巧云笑着说，做好巩固国家卫生

城市工作，不仅是捍卫城市荣誉、维护城

市形象，更是发展之需、民生之要，“所以

即便辛苦，皮肤晒黑、体重下降，也要把

工作做好。”

组织开展“全国爱国卫生运动月”活

动，强化病媒生物防制，倡导绿色环保生

活方式……多年来，杨巧云始终坚持“创

建为民，创建惠民”服务理念，制度上创

新、管理上求精，做事节奏快、标准高，为

改善辖区环境卫生面貌付出了辛勤的努

力和汗水。

病媒生物防制是创卫工作的重要一

项内容，需要督导并及时清理垃圾和积

水，需要发放、投放消杀药物等。

“我是 2020年夏天的时候和她（杨

巧云）一起搭班做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每当我满身大汗坚持不住的时候，看着

她还在细查细究，不放过每一个问题，

真的是非常佩服！”杨巧云的同事张彩

琴说。

此外，杨巧云当时还担任国卫复审

综合协调及筹备全区国卫复审工作推进

会、座谈会等办公室日常工作，同时还坚

持每天早上、上午、中午、下午、晚上五个

不同时段到辖区各个点位实地督导检

查。“忙得团团转，她几乎每天都是晚上

10点以后回家，真的是‘拼命三郎’！”张

彩琴介绍说。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金奖银

奖不如群众的夸奖。在湛河区卫生健康

系统和湛河区国卫复审工作战线，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对杨巧云竖大拇指。湛河

区荆山街道正科级干部许慧丽就是其中

之一：“杨姐干活细得很，各行各业创卫

标准她如数家珍，我遇到啥问题随时打

电话向她请教，她都会好好指导我。在

她的帮助下，我们街道的卫生环境这些

年越改越好，老百姓也都很认可。”

（本报记者 杨岸萌）

——记湛河区红十字会会长杨巧云

聚力“创卫”共享“和美”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杨晓）

叶县的小杨是一名高二学生，近日，他将

一面写有“医术精湛 医德高尚”的锦旗

专程送到平顶山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市

口腔医院）正畸二科龚晓梅医生手中，以

感谢她的精心诊治。

“经过两年的口腔正畸治疗，效果

完全超出我的预期。龚大夫不仅技术

高超，还特别有耐心，每次复诊做方案

都会很细心地给我讲解，我担心的问题

她也会及时跟我沟通，我很感谢她。”小

杨说。

小杨以前患有龋齿，因为没有及时

诊治，他口腔中左上第 3颗牙和左下第 6

颗牙缺失，不能正常咀嚼，遂到该科就

诊。他说：“我牙坏的时候是 2021年，当

时正上初三，学习压力非常大，就没有及

时就诊治疗，只是在诊所拔完牙就匆匆

赶回学校复习。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

原本拔牙空缺的地方已经被旁边的牙挤

得只剩一点儿缝隙了，同时出现吃饭咬

不烂东西的情况，一使劲儿还容易把食

物挤在牙缝里面，非常疼。”

为了帮助患者恢复牙齿序列的整齐

度，重建良好的口腔咬合关系，接诊的龚

晓梅采用后牙近中移动、“智齿”近中移

动等治疗方案。术后，患者达到上下牙

列中线与面中线一致，增加了正畸后牙

齿的美观度。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治疗方案，一方

面能免除镶牙或种牙的痛苦，同时还能

帮患者节省一些治疗费用，另一方面，最

重要的是将原本用处不大的智齿‘变废

为宝’。”龚晓梅表示，“想患者之所想，急

病人之所急”一直是该院全体医护人员

行医的基本准则，他们尽力给每一位前

来就诊的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和更专业

的治疗，以使患者早日远离病痛。

医者暖人心
患者送锦旗

春节期间，市民刘大妈家备了不少

食材，亲友来了荤素搭配轻松一张罗就

是一桌美食。可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

了，大家肚里都不缺油水，一桌饭菜常

常剩下不少。

“倒掉了可惜，我一般是用保鲜膜

封一下，放冰箱里冷藏，下一顿热热自

己家人吃。”刘大妈说。

记者询问身边不少朋友，他们与刘

大妈的想法和做法相似。但也有朋友

认为，剩饭菜尤其是隔夜菜会产生亚硝

酸盐，会致癌，不能吃。

那么，剩饭菜到底能不能吃？我们

该如何科学储存、食用呢？2 月 20 日，

记者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生

监测管理科副科长张璐来解答市民的

疑问，听听她的建议。

隔夜菜有亚硝酸盐，会致癌，

不能吃？

“隔夜菜其实并不单指放了一夜的

菜，一般饭菜放 8小时以上就算隔夜。”

张璐介绍说，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

但它能和胃里的蛋白质发生反应，生成

致癌物亚硝胺，长期摄入可增加胃癌、

食道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

然而，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对

的。据国内相关研究报道，成人口服亚

硝酸盐的最低中毒剂量约为 300mg—

500mg，摄入 1g—3g 可导致死亡。而

一般在冰箱冷藏室里存放 24小时的隔

夜菜（不算腌制蔬菜、加工肉类），亚硝

酸盐含量不会超过 10mg/kg。所以，隔

夜菜中亚硝酸盐含量离中毒剂量还相

差很远，偶尔吃一点儿问题不大，重点

是吃的频率不要过高，量不要太多。

剩菜要等放凉了再放入冰箱

吗？

饭菜吃不完，是趁热放入冰箱还是

等放凉再放入好呢？有些老人担心热

菜放冰箱费电，常常等菜凉透了才放入

冰箱。

对此，张璐建议，最好是尽快放入

冰箱冷藏。无论何种食物，在室温下放

得越久微生物就繁殖得越多，越不安

全，饭菜不烫手时就要及时密封冷藏。

冰箱内东西不宜太满，菜不宜太大份，

尽量用轻薄、导热快的保鲜盒，可以加

快降温速度。

剩菜怎么食用更健康？

张璐提醒，虽然剩饭菜可以吃，但

是在吃之前一定要进行“完全加热”。

应该将剩饭菜加热至 100℃，而且至少

要保持沸腾 5 分钟以上。微波炉加热

需要翻一翻多热几分钟。

她建议，吃剩饭菜的时候可以搭配

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果蔬。因为维生

素 C对亚硝酸盐有还原效果，能够阻断

亚硝酸盐的生成，还能加速亚硝酸盐脱

氮来清除亚硝酸盐。

哪些食物不宜二次加热食

用？

张璐提醒，有些食物不宜二次加热

或反复加热食用，最好少做点，一次吃

完，比如蔬菜。相比肉类食品，蔬菜尤

其是绿叶菜，在存放过程中会产生更多

的亚硝酸盐，而且维生素 C等营养成分

易流失。综合来看，建议大家“宁剩荤、

不剩素”。此外，凉菜一般不经过加热，

更容易滋生细菌等有害物质，易诱发腹

泻、腹痛等问题；没吃完的海鲜如果放

置太久，容易滋生细菌；蘑菇经过高温

烹饪后会产生大量的硝酸盐，加热后食

用，进入人体内的亚硝酸盐含量会增

加；银耳含有较多的硝酸盐类，煮熟的

银耳汤如果放置时间过久，硝酸盐会分

解还原成亚硝酸盐，这些都要注意，最

好不要二次加热食用。

张璐特别提到，牛奶不能反复加

热，时间长了就会变质，从而滋生细菌，

容易造成腹泻。另外，反复加热会使牛

奶中的蛋白质变性，导致营养的缺失。

冰箱储存剩菜有哪些注意事

项？

把剩饭菜放冰箱里储存时，应注意

什么呢？张璐提醒说，一是分开存放，

可以避免细菌交叉污染，最好用材质安

全的保鲜盒储存，或者把碗盘包裹上一

层保鲜膜，确保其密封性。二是分装储

存，吃多少热多少，避免反复加热。对

于做好的饭菜，如果提前意识到吃不

完，可以在没有吃之前先分装冷藏，减

少细菌的污染。三是注意冷冻、冷藏

（0℃至 5℃）的温度控制，定期清洁冰

箱 ，建 议 每 隔 2—3 个 月 彻 底 清 洁 一

次。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人士为市民支招

剩饭菜如何处理更健康？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春节大吃大

喝让不少人的体重增加，节后大家都在

想如何快速减重，尤其是贺岁档电影

《热辣滚烫》的热播，也让不少人有了减

肥的热情。

36岁市民李女士苦恼地说：“我之

前通过节食，体重由 70公斤降到 56公

斤，后来反弹到 61公斤，过完春节体重

又增加了 3 公斤。”她不运动，老想歇

歇，坐在那就管不住嘴，干果和肥肉不

断。“刚买的裙子也穿不上了，我最近想

再次通过节食减肥。”李女士说。

2月 19日，市第一人民医院优越路

院区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禹远远

提醒，减肥有讲究，节食减肥不利健康，

还会引发各种疾病。

“节食减肥不仅会导致女性月经不

调、脱发，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不孕不

育。”禹远远说，当你减少能量摄入时，

基础代谢也会跟着下降，导致即使减少

能量摄入，也无法达到能量负平衡，无

法实现减重，而且稍微多吃一点儿体重

会立马反弹，因此饮食平衡很重要。

关于如何正确减肥，禹远远给出以

下几点建议。

规律饮食。一日三餐要按时吃，戒

掉甜食、奶茶、炸货等高热量食物，晚饭

尽量以蔬菜为主，且在晚上 7 点前完

成。吃饭时要细嚼慢咽，促进食物消

化。吃饭要先喝汤，再吃蔬菜和肉，最

后吃主食，增强饱腹感的同时，还可以

有效补充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健康膳食。多食全谷物、蔬菜、水

果、大豆、大豆制品、奶类、奶类制品、鱼

肉、坚果等。少食含盐量高、腌制、烟

熏、高糖食品，减少在外就餐或外卖食

品。做饭时最好使用橄榄油，尽量采用

蒸、煮、炖的烹调方法。

戒烟限酒。女性一天饮酒的酒精

量要少于 15克，男性少于 25克，且每周

不超过 2 次。15 克酒精相当于 350ml

啤酒、150ml葡萄酒或 45ml蒸馏酒。

调整作息。春节期间，大家几乎都

是晚睡晚起，生物钟紊乱和睡眠不足会

影响瘦素分泌，增加食欲，因此，大家应

该早睡早起，保证每天 7小时的睡眠时

间，促进身体机能正常运转。

合理运动。每天 30分钟的有氧运

动可以促进肠道蠕动，增加胃动力，比

如慢跑、打羽毛球、游泳等。大家吃完

饭后千万不要一直坐着或躺着，可以适

当散步或靠墙站立，做一些深蹲，促进

消化，减少脂肪堆积。

适当喝茶。绿茶中的茶多酚、维生

素、矿物质等保留最多，可以帮助脂肪

代谢，还可以提神醒脑。最好在上午饮

用绿茶，且以淡茶为宜。

多喝白开水。除了适当饮用绿茶，

大家每日还要保证摄入足够的白开水，

它不仅能增加饱腹感，还有助于脂肪的

代谢，更好地达到减重目的。

按摩腹部，促进消化。如果出现胃

胀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可以在腹部上下

轻轻按摩，促进肠道蠕动。

“管住嘴，迈开腿，虽然是老生常

谈，但确实是最实在的减肥方法。”禹远

远说，减肥没有捷径，希望大家保持良

好的心态，循序渐进健康减肥，不要因

为急于求成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伤害。

节食减肥不利健康 专家给出减肥建议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近日，

市中医医院儿科收治了一例支气

管异物患儿，医务人员行电子支气

管镜手术精心救治，呛入气管的一

小块板栗被成功取出。目前，该患

儿已经顺利康复出院。

据介绍，2 月 14 日傍晚 7 时左

右，市区 1岁半的豆豆（化名）在进

食板栗时出现呛咳，咳嗽剧烈时伴

有呕吐，家人连忙带其到附近一家

医院诊治。经该院门诊胸部 CT检

查，显示患儿左主支气管异物并阻

塞性肺气肿，医务人员遂建议其到

市中医医院儿科进一步诊治。

当晚 10时许，豆豆的家人带着

他到市中医医院儿科就诊，当时儿

科病房值班的主治医师张鹏举仔

细询问病史和查体，考虑支气管异

物可能性较大。经和患儿家长充

分沟通，医务人员将豆豆收治入

院，密切监护。次日上午，经过精

心的术前准备后，该科副主任医师

赵 创 奇 为 患 儿 实 施 支 气 管 镜 手

术。术中，在支气管镜进入患儿气

管后，发现其左主支气管有一异物

卡顿，随即行支气管镜下异物钳取

术 将 其 成 功 取 出 ，为 约 8mm ×

6mm 大 小 的 一 块 板 栗 。 术 后 当

天，豆豆的呛咳症状缓解。经过几

天的康复治疗，孩子顺利出院。

“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

孩子接触可能造成气管异物的食

物”。小儿气管支气管异物在儿科

较为常见，多见于 5岁以下儿童，3

岁以下最多。容易引起气管阻塞

的异物以花生、核桃仁、豆子、瓜

子、板栗等较为常见。孩子吃干果

时突然摔倒、哭闹以及嬉笑，尤其

容易将异物吸进气管。大部分异

物吸入能根据病史及临床表现明

确诊断，但部分患儿可能病史隐

匿、临床症状不典型，容易延误治

疗。赵创奇接触的病例中，曾有患

儿间断发烧、咳嗽近一个月，家长

带领孩子在当地诊所反复进行抗

感染治疗，效果一直不佳，最后才

确诊为支气管异物引发感染。

赵创奇提醒，小儿气管异物的

严重性取决于异物和造成气道阻

塞的程度，轻者可导致肺部损害，

重者可窒息死亡。因此，婴幼儿食

物选择要谨慎。一旦孩子发生呛

咳，家长要及时带孩子到专业医院

就医。

记者了解到，市中医医院儿科

于 2018 年开始开展电子支气管镜

技术，是我市目前此项技术开展得

最多的医院，水平领先。尤其是支

气管镜取异物，填补了我市在该领

域的空白。

幼儿吃板栗呛入气管
市中医医院及时救治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王文

璐）2 月 15 日，浓浓的春节气氛还未散

去，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

便迎来就诊高峰。为了更好地保障人

民群众就医需求，该院党委提前谋划、

周密部署，医务人员坚守岗位、密切配

合，全力保障各项诊疗服务工作平稳有

序运行，使每位患者得到更加舒适、便

捷、温馨的就医体验。

随着近日就诊患者大幅度增加，该

院呼吸科、儿科等科室人满为患。面对

节后就诊高峰，该院领导班子靠前指

挥、深入一线，及时协调解决各科室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各病区医护人员默默

坚守、连续作战，时刻关注患者病情变

化，一刻不敢放松；一站式服务中心、住

院服务中心、行政总值班、后勤装备部

等部门和人员高效联动，保障医务工作

人员与患者的合理需求。全院上下戮

力同心、尽职尽责、担当作为，切实提高

诊疗效率、优化就诊流程、提升就医体

验，确保每一位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

诊疗服务，全力以赴为汝州及周边区域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保驾护航。

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

应对就诊高峰 保障就医需求

本报讯 （记者魏应钦 通讯员

王大钢）近日，新华区人民医院内

科成功救治一例急性大面积脑栓

塞后昏迷、心衰、心房纤颤、肺部重

症感染的 78 岁重症患者，目前患

者王老太病情好转，顺利出院。

据该院内科主任杨彩丽介绍，

当时王老太情况危急、症状复杂，

在市级医疗机构行气管切开等抢

救治疗，后转入新华区人民医院内

科。患者入院时意识模糊、双眼凝

视、留置鼻胃管、气管切开套管处

间断出血，并伴有肺部多重耐药菌

感染、心房颤动、心力衰竭、贫血、

反复发热等症状，病情十分危重，

治疗难度大。

接诊后，杨彩丽带领内科团队

迅速展开讨论，根据患者病情制定

了抗感染、康复促醒及吞咽、肢体

功能训练等一系列针对性强的缜

密治疗方案，同时加强基础护理。

在医护人员的密切关注及细心照

料下，经过 20天的综合治疗，患者

临床症状逐渐改善，按计划由拔除

鼻胃管、气切套管半堵管、全堵管

至平稳顺利拔除气切套管，现病人

意识清醒，可进行简短的语言交

流，家属十分感谢。

近年来，新华区人民医院内科

着力发展吞咽康复、肢体康复、急

救、重症、压疮等老年常见病和多

发病的诊治，推行“多学科诊疗、精

细化管理”医学模式，在我市率先

成立了专业的营养支持团队，对患

者进行全方位的营养评估，并设立

个体化的营养治疗方案。科室引

进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科

专 家 曾 西 教 授 发 明 的 国 家 专 利

IOE 技术（间歇经口至食管管饲

法），成立了“郑州大学吞咽障碍研

究所平顶山市新华区人民医院临

床科研基地”，让吞咽困难患者告

别鼻饲管成为现实，提高患者的日

常活动能力，避免吸入性肺炎等并

发症的发生，明显改善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

新 华 区 人 民 医 院 内 科
成功救治七旬重症患者

蛋糕、红包、纸巾、牙刷、护手

霜……除夕夜，在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党

支部带领下，神经外科医护人员和

在院患者互动联欢。抽签拿礼品、

一起吃蛋糕，不能与家人团聚的医

患互送祝福，共度佳节。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医患联欢共度佳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