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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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矫正近视
每眼只需2400元。 活动时间：2015
年5月1日至2015年7月30日；咨询
电话：3843165；3843094。（牛瑛瑛）

解放军152医院眼科关注老人
眼保健工作，专门为60岁以上老人
开设“周五爱老爱眼日”。凭身份
证可免费在解放军152医院眼科进
行眼保健检查。

检查项目包括：挂号、看诊、视
力检查、电脑眼压测量、电脑验光、
裂隙灯检查、眼底检查。咨询电
话：0375－3843094。

（牛瑛瑛）

一次手术让她成为全飞
秒激光形象天使

今年28岁的林会芳是解放军
152医院的一名眼科护士，她温柔
的性格、周到的服务以及天生的
靓丽总是受到患者和同事的好
评 ，大 家 都 亲 切 地 称 她“ 美 天
使”。可就是这样一位“美天使”，
一年前也曾被近视困扰过。

林会芳有着一双美丽的大眼
睛，由于近视总是不得不躲在眼
镜后面，看到身边 10多位同事都
做了激光近视手术，胆小的她也
动了心。

目睹 152眼科中心引进全飞
秒激光治疗设备，并且有很多近
视朋友选择了这种目前世界上最
先进的近视矫正手术，该设备的
最大优点就是治疗轻松安全。会
芳当然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

让她没想到的是，3分钟的手术过
程自己还没有感觉就完成了，一
点儿不适也没有，而且刚手术完，
她就能轻松去幼儿园接孩子。摘
掉眼镜后的会芳生活、工作更轻
松、更自信了。

是的，会芳是幸福的，优越的
工作环境、和谐的同事关系、完美
的近视手术、美满的小家庭都时
时让她感慨自己是幸福的、美好
的。她当之无愧地成为大家心目
中的“全飞秒激光形象天使”。

美好的事情需要传承

林会芳认为，所有美好的事
情都需要传承。

做过全飞秒激光手术后，林
会芳的人生有了美好的改变，这
种美好让她甘愿担当解放军 152
医院的形象天使，为的是能够让
那些一直渴望矫正近视又担心手

术有风险的近视朋友能像她一
样，通过德国蔡司全飞秒激光近
视治疗仪轻松获得清晰的视力。

全飞秒激光引领近视治
疗新领域

据介绍，德国蔡司全飞秒激
光近视治疗仪是目前世界上唯一
能做全飞秒激光近视手术的，它
引领了全飞秒激光治疗的新领
域。眼科专家认为，全飞秒激光
技术真正做到了全程无刀无瓣、
微创，让手术医生不再担心术中
做瓣的风险，安全系数更高，而且
患者舒适度增加，并带来远期的
安全稳定，避免了术后眼干、眼疲
劳等并发症的发生。

2012年，解放军152医院眼科
投资1200余万元在省内首批引进
该设备，目前手术量超过 1000
例。患者都普遍反映手术安全舒
适、没有术后并发症，手术当天即
可上班工作。

手术原理：激光束直接照到
角膜的中间层进行扫描，改变角
膜曲率，达到矫正的效果。这是
一个封闭式的手术，所以不需要
切瓣，不改变角膜神经上皮层，真
正达到了不会眼干的目的。

在欧美发达国家，因其更安
全、更轻松等优点，使得手术很普
遍。在我们国家，因设备价格高，
把一些近视患者挡在了门外，但
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近视朋友最终还是选择
了这种安全可靠的全飞秒激光近
视手术，从而摆脱近视困扰。

（牛瑛瑛）

全飞秒激光让她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来自一位眼科护士的真实体验

解放军152医院眼科全年实行
60岁以上老人周五免费眼保健检查

解放军152医院眼科开展爱民活动
激光矫正近视每眼只需2400元

镜头回放：1999年，市民朱先
锋在市区无偿献血宣传栏里首次
了解到了无偿献血这一公益性事
业。在经过首次捐献后，他发现
身体健康没有受到一点儿影响，
而且家中父母对于无偿献血十分
理解和支持，这让热心公益的朱
先锋萌发了坚持下去的想法。

随着捐献次数的增加，朱先
锋的弟弟和弟媳也在他的感染下
加入进来，紧接着他的妻子、朋友
也成为无偿献血队伍里的成员。
今年8月8日，他的大儿子就要年
满 18 岁，到这一天，他也要进行
一次无偿献血来完成自己的成人
礼。朱先锋的热情感染和影响着
越来越多的人，而他自己随着对
献血知识了解的深入，在 2011年
下半年已经开始进行血小板捐
献。捐献时间也由原先半年一次

发展成每 20 天左右一次。16 年
来，他的总献血量达到 14000 毫
升，献血本累积了 13本，“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的获得也实至名
归。

朱先锋获奖感言：无偿献血
传递的是一种社会正能量，能用
自己的一点儿力量去影响和帮助
别人，我的内心也感到自豪。

（李莹 牛瑛瑛）

无偿献血者风采

人世间有许多形式的爱，而爱
真正的意义在于付出和奉献。平顶
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十佳医生”、神
经内一科副主任王志强，20多年来
默默无闻倾心医学事业，把治病救
人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与快乐，用
实际行动诠释着医者大爱的深邃内
涵，用点点滴滴的付出唱响了自己
心中的那首爱之歌。

“干活在第一线，争名夺利
看不见”

采访中，笔者发现，王志强的个
人资料少之又少。据他的同事介
绍，以前科室和医院评先时，他总是
做聚光灯下的“隐形人”，这次“十佳
医生”评选，他是被层层推荐在全院
评比中当选的。

王志强 1994 年大学毕业后就
进入市二院工作，21年来，他兢兢业
业，不断学习进取，曾在北大医附院
等处进修。作为科室副主任和业务
骨干，他不仅承担着带教实习医生、
指导新进医生查房和业务培训等工
作，还协助科主任孙丽萍在全市率
先开展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和颈
动脉斑块的人群筛查，建立了神经
内科急诊绿色通道，取得了骄人的
业绩。

“志强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把
医生的大爱放在默默地为病人付出
中。对于出现语言和肢体障碍的脑
梗患者，他总是付出更多的耐心和精
力。不仅如此，志强在科室还做着很
多管理工作，大查房、审病历、签病
历、组织学习……在他心中，病人的
口碑胜过一切，病人的认可能让他将
一切忙碌转化为为医学事业奋斗的
动力！”神经内一科主任孙丽萍说。

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荣誉名利

在他眼中都视若无物，然而，有一项
工作王志强却特别看在眼里：每天
早上8点，准时推送学习指南和专
业知识已成为他这几年来的习惯。
而在很多人看来，这项工作很枯燥，
干起来很累，但王志强却投入了很
大热情。“学习专业知识，了解学科
动向是每个医生必备的能力，这没
什么。”王志强依然用他平淡的话语
解答着属于他的医者理想。

用高超的医术作为服务病
人的支点

据了解，市二院作为平顶山市
最早成立神经内科的医院，对于神
经内科专业和规范治疗具有丰富的
临床和科研经验。“科室成立以来，
在孙主任的带领下，我们开展了很
多走在平顶山市前沿的科研和急救
项目：介入治疗、急救绿色通道、脑
血管疾病二级预防机制……”当谈
及脑血管疾病的诊治时，王志强一
改“沉默寡言”的风格，变得妙语连
珠，侃侃而谈。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于急
性脑梗死，静脉溶栓治疗是降低患
者致残率和死亡率的最有效手段。
静脉溶栓治疗指的是通过静脉用药
实现血栓溶解、血管再通，从而挽救
缺血的脑组织，恢复脑功能。静脉
溶栓治疗目前是首选的脑梗死治疗
手段。”王志强说，“静脉溶栓治疗有
时限性，从发病到实施溶栓的时间
不能超过4.5小时；如超过则难以达
到治疗效果。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时间就是大脑’。为做到静脉溶栓
治疗的争分夺秒，我们医院专门开
设了急诊绿色通道，这对于缩短救
治时间、保证医务人员在有限的时
间窗内完成必需的评估和检查，及

时进行静脉溶栓治疗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家住市区、现年60岁的徐大爷
在静坐休息状态下突然发病，头昏、
呕吐、肢体无力，坐立不稳，随后不
能言语，呈失语状态，家人迅速将其
送入医院。王志强综合病人的年
龄、发病时间、脑功能损害体征判断
病人为后循环脑梗死。其中病人家
属透露“患者的呕吐物中有咖啡色
物质”的细节让王志强留了心，他初
步诊断患者有消化道出血情况。像
这种情况是不能溶栓的，一旦加重
出血会非常危险。由于后循环梗死
死亡率高，预后极差。为了能在有
效的时间内为病人进行溶栓治疗，
王志强没有耽搁一分钟，他为病人

插入胃管，通过不断抽送凉盐水来
快速判断病人消化道出血的确切性
和出血量。消化道出血被确诊后，
王志强立刻为病人用药止血，使出
血很快得到了控制。紧接着，他征
得家属的同意后，凭借多年的经验
为患者实施了静脉溶栓治疗。次日
清晨，患者的肢体运动及语言功能
得到了明显改善，目前，徐大爷康复
良好，基本生活可以自理。

王志强介绍说，虽然脑梗死起
病急骤，但绝大多数发病前均有先
兆。如病人感觉一侧面部无力或麻
木，一边手脚没有力气或无法抬起，
说话困难或言语含糊不清，极有可
能是脑梗死先兆，应立即拨打“120”
急救电话，及时将患者送至有条件

进行规范化诊疗的医院救治。但
是，脑梗死的预防是最关键的，目
前，医院已经建立起了一级和二级
的预防机制，最大限度地帮助患者
预防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再次发
生。

以病人为中心，点滴付出
汇成爱的暖流

急诊救治，王志强几乎每天都
会经历。面对患者极易出现的言语
不清、半身不遂、偏瘫等后遗症和患
者家属期盼的眼神，他总是会尽自
己最大的能力去救治患者。而对一
些来自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的患者，
他总会秉承自己“花最少的钱，让患
者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的原则，尽
力给予他们帮助。在患者眼里，王
志强不是亲人，胜似亲人。而对于
自己的父亲，王志强的内心总是充
满着愧疚。老父亲因为脑出血住进
了医院，而忙碌的他因为工作总是
很难挤出时间去照顾他。

“科里的病人多，走廊里经常加
床，医生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概念，
什么时候看完病人什么时候下班。
王主任每天都是早上7点半准时到
医院，但是晚上10点能离开就算早
的了。没有周末和节假日，连现在
倒班时还要负责病区的查房和门诊
值班。”听说要采访他，科里的医护
人员都争先恐后地向笔者介绍王志
强的敬业精神。

爱心和善心这些抽象的情感在
这位医生身上化成了年年月月的付
出，每一次的救治，每一次的奉献，
都融入了医者的大爱。假如青春是
有价值的，那么21年无悔的青春在
这位优秀的医生身上将是无价的医
者之魂。 (李莹 王彦霞 牛瑛瑛)

唱响心中爱之歌
——记市二院“十佳医生”、神经内一科副主任王志强

5月15日，值完夜班的王志强在忙着为患者整理病历。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5 月 16 日，林
会 芳 在 科 室 门 前
笑 脸 迎 接 前 来 治
疗的患者。
本报记者李英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