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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内障手术是眼科比较精尖
的手术，为了保证白内障手术的术
后效果，详细的术前检查和综合评
估是十分关键的。”11月 18日上午10
点半，在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该科
主任李秀山正在给病人家属耐心地
讲解术前注意事项。

“认认真真对待每个病人，精精
细细做好每台手术是我对自己的要
求。”虽然无法体会到患者术后那种
重见光明的惊喜，但李秀山却能时
常感受到为患者打开心灵之窗的幸
福。

敢为人先：让先进技术惠及
鹰城

1983年，刚从河南医科大学（今
郑州大学医学院）毕业的李秀山便
被分到了市第二人民医院，一直从
事眼科临床工作。1990年曾在河南
省人民医院眼科进修学习一年半，
2001年作为院里的医学骨干被市卫
生局任命为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派
往广州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进修
一年。工作期间，除了不断地进修
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外，他在
促进眼科疾病诊治专业化的道路上
也在不懈地探索、创新。

1997—1998 年，李秀山在我市
率先开展了白内障超声乳化摘除术
联合人工晶体植入术、准分子激光
治疗近视等新技术、新项目。“以前
很多患者要等到白内障完全成熟，
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才做手术，现在
对于一些对视觉质量要求较高的白
内障患者，只要视力在0.3以下就应
该考虑手术摘除，植入人工晶体
了。”李秀山说。

新技术开展以后的三年里，李
秀山并没有裹足不前、满足现状，为
了使鹰城更多的眼科患者解除病
痛、带去光明，从2002年他担任眼科
主任开始，便又陆陆续续引进了眼
底血管荧光造影、眼底激光等先进
的诊疗技术，使患者眼部疾病在得
到明确诊断的基础上，能有效进行
相应的临床治疗。2004年，在李秀
山带领下，市二院眼科又被省卫生
厅定为“河南省眼科网络中心平顶
山分中心”。2008年和2014年，李秀
山被分别评为市“五一劳动奖章”和
医院“十大名医”。在这些殊荣背
后，饱含着他31年来对工作精益求
精的行医理念和对技术敢为人先、
不断求索进取的创新精神。

将心比心：把患者视为“亲
人”给予关爱

据李秀山的同事介绍，只要他
一坐诊，每天的门诊量都会很多，但
他总是能耐心地解答患者提出的问
题，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患
者，他总能不厌其烦地为他们解
答。“老年人由于年纪大看病时繁琐
一些是很正常的，但医护人员不能
随意把自己的想法凌驾于患者之
上，看透他们的心理、悉心服务于他
们比临床治疗更为重要。”有时面对
患者的不解和误会，李秀山总能用
耐心和微笑成功化解。

为了提高科室业务水平，促进
医患之间沟通交流，李秀山2001年
从广州中山大学进修回来后，制订
了每周一次的科室业务学习讲座制
度，并一直坚持至今。通过让科室
医护人员进行老病新疗法、疑难病

新技术、医患交流心得等专题的讲
座，大大提高了科室的整体技术水
平，多年来科室的医患纠纷几乎为
零。

在交谈中，笔者了解到白内障、
青光眼是一种让眼科病人痛苦的疾
病。若不及时手术，持续的高眼压
会导致视野全部丧失甚至失明，这
就要求医护人员必须时刻以患者为
中心，悉心为患者服务。70岁的李
女士近日因左眼肿痛、视物不清到
二院检查，被确诊为青光眼，李秀山
根据她的病情制定了针对性的手术
方案，成功为她实施了复合小梁切
除术。但考虑到青光眼属于双眼性
病变，有继发双眼失明的可能，李秀
山对她耐心讲解，最终成功说服李
女士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性手术。“只

有内心深处把患者当作自己的亲人
来对待，才能使患者得到最佳的治
疗。”李秀山说。

临危受命：面对灾难“小爱”
让位于“大爱”

2008年汶川地震是一个让国人
刻骨铭心的灾难性事件，更是一次
令李秀山终生难忘的生死考验与历
练。2008年5月12日的一声巨响不
仅撼动了整个汶川，也让李秀山萌
生了奔赴灾区抗灾救援的想法。
2008年6月6日，他没有选择护送即
将踏上“高考战场”的儿子、没有选
择参加即将在香港召开的全国眼科
年会、没有选择在家照顾身体不好
的妻子……而是毅然决然地随全市
援建大军奔赴了四川灾区。“面对随

时爆发的疫情和其他次生灾害的可
能，在这个危急关头，作为科主任的
我不冲上去，而让同事们去冒风险，
我一生难安。”李秀山在出发前的日
记中写道。

刚到灾区他便投入到了紧张的
救治工作中。为了能及时治疗伤病
人员，他经常冒着滂沱大雨和频发
余震的威胁，巡视在工地的各个角
落，有病就医，有病就治。一天深
夜，一名援建工人突发高烧，他很快
赶到，对病人进行仔细检查，采取针
对性的物理降温和药物降温，经过
一个多小时的紧急妥善处理，那名
工人终于转危为安。第二天天不
亮，李秀山又去探视，一直到病人完
全康复为止。在灾区人民面前，他
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患有日光性皮
炎，不能在日光下暴晒，泥泞的道
路、恶劣的食宿、湿热的环境、疯狂
的蚊虫此时都已不算什么。凭借着
悉心周到的服务和高超的医术，李
秀山很快赢得了援建工人们的信
赖。

2012年 10月 10日，李秀山作为
河南省第四批援疆医疗队的一员，
到达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人民
医院，顶着零下38摄氏度的严寒，开
展了为期6个月的援疆工作，为哈密
医疗卫生事业贡献出了自己的智慧
和力量。了解李秀山的同事都知
道，2008年的汶川援建和2012年的
援疆只是他扎根医疗事业的一个缩
影。“做病人最需要的事，这是一个
医生应尽的职责。为了患者，就算
有危险，我们也应该勇敢地挺身而
出。”李秀山说。

（付春晖 牛哲 王彦霞）

认认真真对待每个病人 精精细细做好每台手术
——记市第二人民医院“十大名医”、眼科主任李秀山

解放军 152 医院开展近视激
光矫正手术 15年来，成功治愈近
视患者数万例，为了让更多的困难
患者摆脱近视烦恼，该院眼科中心

特别开展爱民活动100天。
活动时间：2014 年 10 月 15 日

至 2015 年 1 月 25 日；咨询电话：
3843165、3843094。 （牛哲）

解放军152医院眼科中心开展爱民活动100天

激光矫正近视每眼只需2400元

解放军 152 医院眼科中心为
60岁以上老人开设“周五免费门
诊日”，所有普通检查项目免费。
中心本年度申请白内障救助基金
100万元，为老年白内障患者开设

“绿色通道”，每人专项补助 1000

元。
据悉，手术由眼科博士齐绍文

主刀，行8分钟个性化微创超乳手
术，无痛苦视觉质量高，百岁老人
也能轻松接受手术。详情请咨询
3843094。 （牛哲）

解放军152医院
白内障专项补助政策让老人受益

近日，笔者在湛河区卫生局获
悉，自今年10月26日起，该区卫生
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辖区内开
展成人烟草使用行为监测调查活
动，对配合入户调查的每个家庭分
别赠送1桶洗洁精和两条毛巾。

据湛河区卫生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截至目前已赠送洗洁精60
桶、毛巾 120条，极大地调动了居
民参与烟草产品使用行为调查的
积极性。此次调查是为配合国家

卫计委组织的2014年中国成人烟
草调查，目的是了解居民对烟草产
品的使用情况以及关于烟草产品
和健康的常见问题等。调查采用
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抽中的家庭及
成员（15周岁及以上）进行登记预
约，入户调查采用掌上电脑问卷调
查方法，完成家庭调查后，掌上电
脑再随机抽中 1名家庭成员进行
个人问卷调查，调查工作已于11月
20日结束。★ （牛哲 陈新峰）

湛河区
开展成人烟草使用行为入户调查
每户家庭可获赠1桶洗洁精和两条毛巾

本报讯 11月22日上午，市医学
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教育
管理学组召开了首届糖尿病教育管
理研讨会。研讨会除国内知名专家
及我市相关专家参与外，还吸引了
洛阳、南阳、信阳等地市级医院的糖
尿病教育管理骨干。

据介绍，目前我国糖尿病患病
形势严峻，如果以2007—2008年间
的全国糖尿病调查结果显示的糖尿
病患病情况估算，目前我市有糖尿
病患者近50万人，糖尿病前期人群
约60余万人。面对如此庞大的糖

代谢异常群体，结合本地区实际，及
时、规范、科学地开展糖尿病教育管
理迫在眉睫。

今年5月份，我市成立了糖尿
病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教育管理学
组，其活动宗旨是：积极响应中华医
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糖尿病教育与管
理学组倡导的“教育促进管理、行为
改变未来”的号召，在本地区努力搭
建高水平的糖尿病教育学术与实践
平台，积极推进由医生、护士、营养
师、运动康复师、心理咨询师、各级
政府、新闻媒体、公益企业、患者及

家属等参与的糖尿病立体防控网
络，努力打好糖尿病防治这场攻坚
战。

研讨会上，中华医学会糖尿病
学分会常委糖尿病教育与管理学组
组长郭晓蕙教授，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学分会常委、河南省医学会糖尿
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赵志刚教授等亲
自授课。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
谢科主任王俊宏说，在今后的工作
中将更加科学、规范、有效地治疗糖
尿病，从而使更多的糖尿病患者及
家属从中获益。★ （牛瑛瑛）

市医学会糖尿病学专业委员会糖尿病教育管理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1月 19日下午，25岁的
南通小伙子小杨在工作期间突然昏

倒，心脏也随即停止跳动。在被送
医后，医生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等
一系列紧急治疗措施，但半小时过
去了，小杨却持续没有生命迹象。
在医护人员的坚持抢救下，小杨在
心脏停跳第67分钟时，奇迹般地有
了微弱的心跳声。医生推测，小杨
之所以会突然如此，很可能是由于
感冒引发心肌炎。

事发当天下午，南通市第一人
民医院急诊科主任助理龚翔正在病
房巡查，小杨被推了进来，他脸色发
青，双目紧闭。医护人员对患者进
行心肺复苏、打开静脉通道等急救
措施。半小时过去了，但小杨还是

丝毫没有动静。龚医生说，一般情
况下，医学上心脏停跳半小时就可
以宣布临床死亡，但想到以前听过
抢救90分钟后“复活”的病例，大家
坚持继续救治，而“奇迹”也在众人
的期盼下终于发生。

在心脏停跳第67分钟时，小杨
渐渐产生了微弱的自主心跳，从死
亡线上被“抢”回了一条命。据小杨
回忆，他在出事前患了感冒，但没当
回事，倒下之前也没有一点征兆。
幸而抢救及时，目前，身体在逐步康
复中。

医生说，小杨是因为感冒引发
的心肌炎。 （现代）

男子因感冒引发心肌炎
心脏骤停67分钟
经医生持续抢救后奇迹生还

11月21日，李秀山（右）在为患者进行视力检查，帮助患者做好眼部疾病
早期预防。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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