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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下 的 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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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进伟 书

伏牛南麓，沙河湖畔，矗立着一所
正在崛起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医院——
鲁山县人民医院。近年来，该院在以
温玉珍院长为首的院领导班子的正确
带领下，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进程中奏响了属于自己的健康强音。

数字记录医院成长历程

从 1951 年鲁山县人民卫生院（鲁山
县人民医院前身）成立之初的房屋不足
十间，人员仅有 7 人，到现在的老院区、
东院区、养老院区、传染病区、新院区一
院 5 区的形成；由当初的内、外、妇、五
官、手术室五个科室到现今的 40 个临床
医技科室；由起初的一台 X 线机到如今
拥有数十台大型医用设备；由建院之初
年住院百十人次到目前年住院 8 万余人
次；由当初固定资产 3000 元到如今的
28500 万元，六十多年来，鲁山县人民医
院取得了跨越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
以温玉珍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牢牢抓
住深化医改这个机遇，在鲁山县委、县
政府的关心及支持下，该院职工同心协
力，大大改善了群众的就诊环境，门诊
量 增 加 了 200%，住 院 人 次 也 翻 了 番 。
64 排螺旋 CT、3.0T 核磁共振等大型设
备投入使用，为医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攒足了后劲。

2016 年，鲁山县人民医院迎来了发
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在省、市领导和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该院争取到国家项
目资金 7300 万元。历经两年半时间，一
座占地面积185亩、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
编制床位 1200 张的新院区即将建成。

67 年的砥砺奋进，67 年的风雨同
舟。如今，鲁山县人民医院已是旧貌换
新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双增
长 双 丰 收—— 先 后 荣 获“ 国 家 爱 婴 医
院”“全国百佳优质服务示范医院”“卫
生系统行风建设先进集体”“河南省医
院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省级卫生先进
单位”“河南省园林单位”等荣誉称号。
2018 年该院被河南省卫健委授予“河南
省持续改善医疗服务示范医院”荣誉称
号，并蝉联“平顶山市卫生先进单位”。

党建领航医院迅猛发展

该院把党建作为第一要务，同步推

进党的建设与业务发展。医院党委严格
履行主体责任，把党建工作和党风廉政
建设列为党委会常设议题，与业务工作
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把党建具体为
实实在在的工作任务，量化指标、分解任
务，层层明确责任主体，层层传递任务压
力。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深入开展

“亮争”活动，实行党员积分制管理，班子
成员严格履行“一岗双责”制度，做到业
务工作管到哪里，党建工作就深入到哪
里。

“支部设在科室，主任挑起大梁。”
医院党委找准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的
结合点，主动将党建工作渗透到医院的
医疗、科研、管理等工作中，发挥党支部
的战斗堡垒作用。从严格支部换届入
手，选好支部书记和支委成员，增强了
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坚强有力的党
建工作，引领医院各项事业发展实现了

“新速度”和“新高度”。

强化硬件
提高核心竞争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满足广
大患者日益增长的临床服务需求，该院近
年来投资数千万元，先后购置了 64排CT、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系统（DSA）、直线加速
器、大型高端四维彩超、数字化 DR 拍片
机、移动 C型臂、奥林巴斯 260电子内镜、
眼科手术显微镜、遥测监护工作站、除颤监
护仪、脉冲治疗仪、血液透析机、高清腹腔
镜、3.0T核磁共振等先进的医疗设备。

医疗设备的引进更新，大大增强了
医院的硬件建设，拓宽了医疗服务功能，
为医院提高核心竞争力搭建了平台。

创新发展
铸造医院特色品牌

“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该院
不断引进新技术，开展新业务，各科室
新技术呈现了“井喷式”发展，先后开展
了经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术、经腹腔镜
结直肠癌根治术、肿瘤放疗、心脏冠脉
造影、支架植入、起搏器植入、射频消融
术、经皮肾镜、纤维支气管镜、大隐静脉
旋切术、头颈部 CTA 、脑血管造影、脑
动脉瘤栓塞、脑动脉瘤颅内夹闭术、显
微镜下脑出血手术、显微镜下脑肿瘤手

术等多个新项目。心内科、儿科被确定
为省临床重点专科，获得了省财政 200
万元的资金支持。骨科、肿瘤科、糖尿
病科、妇产科申报为市级重点专科。

每年发表医学论文 70 余篇，开展新
技术 10 余项。2017 年 7 月，鲁山县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挂牌成立，为鲁山危重疾病的救治提
供了较好的条件。胸痛中心和卒中中
心的建设，为心脑血管患者赢得了抢救
生命的黄金时机。

实施人才工程
促进医院持续发展

“人才是第一资源。”该院一直以来
坚守“人才兴院”战略，强化人才创新发
展。实施“三个人才工程”，即专业技术
人才招聘工程、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工程
和学科带头人培训工程；每年招聘各类
人才 50 余人，派出进修学习 30 多人次，
创造条件让更多医护人员、技术骨干到
上级医院进修学习，为新院区的投入使
用及后续发展储备人才。

该院现有在岗人员 1100 人，其中正
高级职称人员 10人，副高级职称人员 54
人，研究生 28 人，中级职称人员 156 人，
专业技术人员占全院职工比为 88.5%。
医疗护理人员每月进行一次“三基三严”

训练考试，考试成绩纳入当月考核。定
期组织专业人员听取上级专家教授对疑
难重症病人的会诊及相关知识讲座。

狠抓医疗质量
夯实医院发展根基

“ 质 量 是 立 院 之 本 ，是 兴 院 之 基 。
医疗质量是医院发展的生命线，必须持
之以恒地抓好质量安全管理并持续改
进，全力保障患者安全。”鲁山县人民医
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温玉珍在全院职工
大会上掷地有声地说。

该院严格落实国家卫健委《医疗质
量管理办法》，加强 18 个医疗质量管理
核心制度的执行及监管。医院为此举办
了以“落实医疗核心制度、鼓励不良事件
上报、营造医疗安全文化”为主题的培训
会；召开医师大会，实行主诊医师负责
制，不断规范诊疗行为，持续提升临床路
径管理，入径率和完成率均达 90%以上；
对基础医疗质量和环节严格把关，多措
并举，不断促进医院医疗质量管理向科
学化、规范化、专业化、精细化发展。

提升医疗服务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认真贯彻执行《2017 年深入落实进
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重点工作方

案》文件精神，重点对预约诊疗、临床路
径、流程优化等内容，有针对性地制定改
进措施，门诊大厅和各门诊候诊区增设
导医和分诊护士；各楼层标识清晰，增设
了挂号、缴费窗口，全面开展电话、网上
预约服务，减少了拥挤现象；门诊自助挂
号、自主查费、自助打印设备投入使用；
开通了微信支付，门诊患者实行“一卡
通”就医，在挂号、就诊、缴费、检查、取
药、住院等过程中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简化程序，缩短等候时间，实现“一站
式”服务。

2018 年 ，全 年 院 级 电 话 随 访 人 数
15000人次，出院病人对该院工作的综合
满意度为 96.08%，医疗服务持续改善。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提升医院发展软实力

医院文化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灵
魂。多年来，该院通过多次举办大型义
诊，把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得到
群众的一致好评；通过报刊、网站、电视
台、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进行全面宣
传，及时传播医院的发展动态、好人好
事、先进技术，展示了医院在发展改革
道路中所取得的成绩，树立了良好的公
众形象。

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借助元
宵节、三八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组织
活动，展示医院职工的精神风采和团队
凝聚力。这些努力，对内凝聚了人心，
对外树立了形象。

以医共体为载体
积极推进分级诊疗

新机制下，谋划医院改革新思路。
2017 年 9 月，鲁山县人民医院县域医疗
共同体启动仪式举行，正式成立了全县
县直及乡镇医疗机构共同加盟的县域
医共体，实现了以医共体为载体，积极
推进分级诊疗。

目前，鲁山县人民医院医共体有成
员单位 30 家，建立了鲁山县心电诊断、
影像诊断、病理诊断远程会诊中心，每
年远程会诊 30000 余例。开展的各项远
程医疗服务已常态化、规模化，群众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家服务，有效缓解
了看病难问题。

落实健康扶贫政策
为贫困户保驾护航

该院落实健康扶贫政策，积极为贫
困人口开通绿色就医通道。2018 年，免
收贫困对象门诊挂号费 24788人次，免救
护车接诊费 461人次，合计 10万余元。对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实行“零”押金住
院，开通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费用经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补
充救助保险、意外伤害和疾病医疗保险、
民政医疗救助六道保障线“一站式”结算
服务。

扶贫病床数由原先的 96 张增加到
200 张，收治贫困患者 36000 余人次，较
上年度增长 41%，减免检查费、床位费
18 万余元。免费白内障手术 336 例，垫
付资金 35 万元。实施大病救助 200 人
次，义诊巡诊 26 次，惠及 7000 余群众，
免费慢病鉴定 8000 人次，免费残疾鉴定
4717 人次。医院派驻 8 名医务人员对
乡镇卫生院实行持续性对口支援，提高
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县域外就
诊率持续下降。

努力拓展空间
更好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进 一 步 扩 容 提 质 。 占 地 面 积 185
亩 、总 建 筑 面 积 14 万 平 方 米 、总 投 资
70000 万元的新院区工程开工以来，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人大、政协关心关
注，全县人民翘首期盼。省、市、县领导
多次深入工地，听取汇报，指导工作，积
极解决工程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

新院区工程将于 2019 年下半年竣
工，计划设置病床 1200 张，科室设置达
到三级医院设置标准，挂号、诊疗、住院、
结算以及医院内部管理全部实现数字
化、信息化，病人可以随时网上预约挂
号，查询诊疗相关信息。届时，医院诊疗
能力和技术水平将大幅提升，更好地为
鲁山及周边县市群众提供优质、高效、便
捷的医院卫生服务。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新时代呼唤新
要求。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鲁山县
人民医院这颗诞生在鲁山大地上的璀
璨明珠，必将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本报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刘海军文/图）

——鲁山县人民医院跨越发展纪实

鲁山县人民医院新院区效果图

今天又一次打电话劝母亲。前天已经说

好的，腊月二十三在我家过小年，等年三十小

弟弟放假，送她去儿子家和孙辈们团圆，过罢

年 再 回 我 家 ，不 再 回 乡 下 去 住 ，母 亲 也 答 应

了。今早费了半天周折，才和耳聋的母亲说上

话，可一提起回去接她，母亲就又变卦了。理

由嘛，还是老生常谈，说她哪儿也不想去，就想

独自待在乡下老宅，怎么说都不行，无奈只好

依她。放下电话，我黯然神伤地坐在沙发上，

母亲艰辛的一生浮现在眼前……

母亲今年 83 岁，18 岁和父亲结婚，从一个

日子滋润的大家庭嫁进一个只有孤儿寡母、吃

了上顿没下顿的贫苦小家。刚到婆家那会儿，

母亲既怕婆婆又怕夫君，整天伴着穷日子以泪

洗面。每次回娘家，都是娘撵了几次，她才带

足一周的吃食很不情愿地哭着离开。这样的

日子一直持续到我的降生。母亲说都是为了

我，她才没离开我们家。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

母恩，娘说的这些话，我是在生了儿子以后才逐

渐理解其中的内涵。随着妹妹和弟弟们的陆续

到来，母亲真是什么苦都受了。因为父亲身体

瘦弱，要强的母亲只得自己出手，好多男人都

头疼的活儿她也去干，上山拉石头、跳粪坑出

粪、去煤矿拉煤，更有烟炕装烟、和泥垒墙、挑

水洇窑……母亲还有一手好针线活。在那靠工

分吃饭的日子里，母亲白天像男劳力一样在地

里干农活挣工分，晚上还挑灯做缝纫活挣工分，

用汗水和坚强，把我们姐弟五个渐渐养大。

就这样，像树叶一样稠的苦日子被母亲一

天天地熬过去。刚到了该轻松一点歇歇手脚

的时候，父亲又撒手人寰撇她而去。父亲刚去

世的那段日子里，坚强又爱面子的母亲，从没

在我们姐弟和亲朋邻里面前掉过一滴泪，心里

难受得撑不住时，自个儿插上门蒙上被子痛哭

一场，完了一切照常。五个子女特别是我这个

老大，远在城市工作，天天忙自己的业务和孩

子，空闲时想起孤独的母亲早已到了该有专人

照顾的时候，每每忧虑而无奈。退休之后，回

去看母亲的次数多了，特别是给母亲过完 80 岁

生日回来以后，对她的牵挂与日俱增。

母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先是牙不好

使，后是听力下降，最近打电话，用好大声音叫

娘她也听不见。以前娘听不见，我就发信息给

她，通报一些她牵挂的事情，让她少些着急。

母亲没上过学，小时候进过几天扫盲班；因为

喜欢，父亲看书时她跟着认识几个字；照看我

上幼儿园的小侄子时，陪着孙子又认识了一些

字。就这样，我给她发信息，她竟能啃啃巴巴

凑合着把大概意思顺下来。一个不识几个字

的“八零后”老太太，还能与时俱进，不仅能够

接打电话，还能收看信息，比邻里的婶子大娘

甚至我那教中学语文的公公都强。这便使我

在先生面前多了一个嘚瑟的资本：同是八十多

岁又耳背的老人，看我家老母亲，杠杠的！

上个月，妹妹给母亲买了个新手机，殊不

知，里面一些追赶潮流的功能给老人带来了诸

多不便。录像机、照相机、蓝牙等，别说母亲

了，就是我这个“年轻的老人”都不会用。特别

是信息，先前母亲用的老年手机，打开查看就

可以看到信息全文，新买的这个，好几次点击

后才能一行一行向下翻着看，对本就不识几个

字的母亲来说，查看信息压力山大。母亲本就

性急，又是责备自己无用，又是埋怨妹妹多事

乱花钱，不该给她换手机。一个星期后，母亲

竟又兴奋地告诉我，她会看信息了！我在高兴

的同时，也在心里默默为母亲点了个大大的赞。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既争胜要强，又心地

善良，并且心灵手巧。一台半旧的缝纫机，从

上世纪 70 年代一直陪母亲走到现在，年轻时为

了抚养我们姐弟，母亲用它挣过工分；后来，家

里日子好过了，也不需要挣工分时，母亲就用

它为乡邻们缝缝补补，从来不要报酬，也没慢

待过任何一个人。母亲也由此为我家这外来

户在村里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今，83 岁的母亲仍然操持剪刀，蹬着缝

纫机为乡邻服务。但是，老母亲毕竟老了，干

起 针 线 活 甚 至 其 他 家 务 都 不 像 以 前 那 样 利

索。这两年，我看着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甚

至小病不断，就和先生商定，无论如何都不能

让她再单独住在乡下，权衡姊妹们的情况，到

我家住最合适最方便。于是，就和她反复商

谈，母亲好不容易答应了我的请求，这不，到了

要接的时候，又变卦了。我的计划再一次落空，

心中有说不出的无奈。思前想后，孝顺孝顺，也

只有顺从母亲，可是，这样的顺能代替孝吗？

母亲之所以又变卦，不肯来我家，我心里

明白，她是想在家等她那在外打工好久没见过

面的二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从 18 岁开

始到 83 岁，没有一天不在为孩子们着想。无私

奉献了一辈子的母亲，在乡下时牵挂城市的孩

子，到了城市又牵挂乡下的孩子，什么时候她

才知道想想自己呀？

我是个半拉子戏迷，不会唱只会看。春节

期间，偷得浮生半日闲，坐在电脑前看了几场

大戏，尽情地享受了戏曲的艺术魅力。其中，

《香囊记》是我反复观看品味的一场。

说起戏剧《香囊记》，知道的人似乎并不

多，但如果说起《抬花轿》，人们便会恍然大悟：

“哦！原来是那出戏呀！”

其实，《香囊记》和《抬花轿》讲的是一出

戏，不过后者是从前者改编过来的。《香囊记》又

名《文武换亲》，一直是豫剧花旦的“看家戏”，

也是颇受老百姓喜欢的一出戏。尤其坐轿、抬

轿一折，取得了跨越式的创新和发展，并因此

成为《香囊记》剧目的新名字——《抬花轿》。

虽然两个剧名通用，故事也基本相同，但

究竟还是有些差别的，既有倒叙、直叙手法的

不同，也有故事侧重点的不同。就我个人来

说，还是喜欢老版本《香囊记》多一些。

话说大明王朝年间，王姓兵部大人家，一

段美丽的爱情故事在潜滋暗长……

胸怀大志却落为书童的书生张志成，被小

姐王定云所青睐，两人于端阳佳节赠送香囊，

私订终生。兵部大人发现后，认为此举辱没家

风，盛怒之下，送钢刀与绳索任女儿自裁。丫

环设计假棺埋葬，王定云深夜逃出府门，路遇

花婆并被收为义女。逃出府门的张志成听说

王定云已死，于祭奠时哭昏路畔，被深夜赶路

赴睢州任职的四品官周定收为螟蛉义子，并改

名周天宝。而心灵手巧的王定云也因为做出

的头花非常漂亮，并以大家小姐风姿引起了邱

府夫人注意，被其收为螟蛉义女。后来，周定

之女周凤莲与邱府武状元成亲，已高中文状元

的张志成在送亲时巧遇王定云，回府后辗转反

侧，寤寐思服，忧患成疾。周凤莲回娘家探弟，

了解详情后，为之周旋牵线，有情人终得完婚，

皆大欢喜。

春节时看豫剧电影《抬花轿》，一下子勾起

了我的少年记忆，怎么似乎与当年看过的有点

不一样呢？好奇心的驱使，我搜出《抬花轿》资

料查看，才知晓它是根据《香囊记》改编的，就

又顺藤摸瓜，找出《香囊记》作对比。

河南豫剧团演出的《香囊记》，演员阵容强

大，整体水平一流，韵味悠长，让人百看不厌。

这部剧中，周凤 莲 的 扮 演 者 是 被 誉 为 亚

洲 第一花旦的汪荃珍，她以精彩的表演将周

风莲这个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王玉华扮演

的王定云，婀娜多姿，扮相俊美，大家闺秀气质

呼之欲出。两人一动一静，一柔一辣，交相辉

映，美不胜收！李斌 饰 演 的 文 状 元 张 志 成 儒

雅清秀，谢文忠饰演的武状元雄姿英发，两人

也是对比鲜明。马兰饰 演 的 花 婆 ，虽是一个

配角，但人物形象很接地气，给人留下的印象

也很深刻。

已是剧终幕落，我仍在电脑前呆坐。静默

里，青春的河流哗哗越过山岗，越过童年，越过

家乡，越过我在看大戏里长大的童年，以及那

个看《香囊记》的夜晚……

第一次看《香囊记》这出戏时，我还是十一

二岁的小姑娘，处于人生中无忧无虑的美好时

代。记忆中，那场戏里各位演员的表演都很精

彩，再加上故事情节一波三折，多年后我依然

难以忘怀，尤其翩翩公子张志诚的剑眉朗目、

英俊潇洒，大家闺秀王定云的青衣飘飘、翩跹

多姿。回家后躺在床上，还在回味着他们的郎

才女貌，感慨演员演活了剧中的佳侣璧人。

当时年纪小，仅仅是“外行人看热闹”，远

远没有修炼到如今这种“内行人看门道”的鉴

赏水平。看完戏后，模模糊糊里，只是被剧中

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及悲欢离合触动，心有所

思，情有所感，却又缥缥缈缈，无法说清楚自己

究 竟 想 的 是 啥 ，只 是 在 归 家 的 路 上 ，沉 默 不

语。多少年后我才明白，那是自己陶醉在《香

囊记》带来的艺术震撼里了……

鹰城飞雪正春逢，料峭雄州四季风。

几宿星光诗苑璀，满台锦绣警花红。

梅开最耐寒霜苦，蜂碌不荒片刻功。

百战关山归故里，箫心剑气木兰同。

为胡艳琴作

□严寄音

注：胡艳琴，《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季

军，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民警。

“ 健 康 梦 ”托 起“ 中 国 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