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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宝宝玩着玩具配
合医生，在轻松氛围中完成诊
疗。在不少市民的关注下，记
者近日走进了湛河王妍琦儿科
诊所。

据诊所创办人王妍琦介
绍，湛河王妍琦儿科诊所秉持
循证医学，绝不过度用药，拒绝
打针输液，专为0-14岁儿童提
供儿科常见病及多发病的诊
疗、儿童生长发育评估及育儿
咨询服务。有着 15 年儿科临
床经验，已是副主任医师的王
妍琦之前曾在杭州一家私立高
端医院工作两年多。工作期间
她注意到，由于医院规定的看
诊时间是半小时，医生和患儿
家属能充分沟通交流，没有过
多检查，用药谨慎开药也少，得
到很多家长的欢迎，孩子们就
诊时不但没有紧张和恐惧，反
而很开心。

王妍琦说，为了让每个孩
子生病时都能得到合适的治
疗，让每个孩子的身体都能得
到很好的保护，她创办了这家
诊所。诊所地址：市区南环路
与新华路交叉口明珠城市花园
南门西侧。预约电话：0375-
2263678 13513753027（微信同
号）。

不过度用药
不打针输液

鹰城有家
与众不同的
儿科诊所

今年 42 岁的王利涛（上
图）是汝州市骑岭乡王庄村人，
他健谈爽朗，言语中洋溢着帮
助别人的快乐，让人每每被他
的热忱所感染。

2003年，在我市中心血站
无偿献血宣传的号召下，王利
涛在汝州流动献血站开始了自
己的助人之旅。14年来，他累
计献血 20400毫升，相当于成
年人体总血量的4-5倍。“趁现
在年轻健康，还能帮助别人，到
老了想献都来不及了。”周围的
朋友被王利涛的助人为乐所感
动，前前后后有十几人随他进
入了献血站，参与献血。

2015年，王利涛加入平顶
山市无偿献血服务队，更是将
奉献精神发扬光大。虽然家住
汝州，但他常常在郏县与平顶
山之间往返，参与对危重患者
的献血以及对献血知识的宣
传。做好事，已经成为王利涛
的习惯。“帮助别人以后，你会
觉得自己内心很美好，很自
豪。”正是这种助人为乐的精
神，让王利涛收获了全国无偿
献血奖金奖的荣誉。

王利涛获奖感言：“助人为
乐，快乐自己。” （谢雷 李莹）

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
市一院）普儿一区是我市卫计委
授予的市级重点医学专科；这里
有综合化的儿科门诊、规模化的
儿科病房、鹰城及周边地区唯一
的新生儿病区；由54位儿科医护
人员组成的强大儿科专家阵容，
为鹰城及周边地区广大患儿的健
康护航。多年来，市一院普儿一
区不断引进和开发新业务、新技
术，硬件实力与人才队伍齐头并
进，学术科研互为补充，成为拉动
医院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使
该院综合实力在省内综合医院的
儿科中持续领先。

重视人才队伍建设

市一院儿科自1956年建院以
来，以精湛的医疗水平受到鹰城
市民赞誉。近年来，在科室主任
杨威的带领下，科室重视人才队
伍建设，形成了专业细化、技术扎
实、服务优质的医护团队。科室
现有医护人员54位，其中主任医
师 1位、副主任医师4位、副主任
护师1位、硕士研究生6位。拥有
我市技术拔尖人才1人，市青年科
技专家 2 人，市五一劳动奖章 1
人，市青年科技工作者1人，市青
年岗位能手1人。

作为科室带头人的杨威，是
一位有着 26 年儿科工作经验的
高年资专家。他担任我省预防医
学会儿童脑瘫预防与康复专业委
员会委员，省医师协会首届新生儿
医师协会委员，市医学会儿科专业
委员会常务委员，市医学会儿科专
业委员会新生儿专业学组副组

长，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儿科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带领科室团
队在学术、科研与临床诊疗方面
不断进步，打造了鹰城儿科专业
领域内首屈一指的综合化科室。

每年，科室都会安排医护人
员前往北京儿童医院、上海复旦
医院、上海瑞金医院、浙江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等
国内知名医院进修，多位医护人
员获得优秀学员称号。团队在杨
威主任、石丰月护士长的带领下，
形成了忠诚、奉献、不言放弃的正
能量团队，面对常年4000余人次
的出入院量，不言辛苦，精诚团
结，以优质服务为全市患儿护航。

综合实力首屈一指

儿科疾病发病集中、病情进
展快、新生儿患者多。面对这样

的专科特点，市一院普儿一区在
原儿科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集
儿科门诊、儿科住院病房、儿科
输液室、新生儿病区为一体的综
合化儿童专科。对儿童常见的
呼吸、消化、泌尿、神经、心血管、
新生儿疾病的治疗有着综合化
的诊疗优势，在小儿重症肺炎、
难治性肺炎，各类神经系统感染
性疾病、新生儿缺血缺氧性脑病，
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等各种小儿
急危重症的诊断和抢救治疗中具
有丰富经验。

科室特设的新生儿病区每年
收治新生患儿1000余人次。与专
门收治新生儿的重症监护室不
同，这是鹰城及周边地区唯一的
新生儿病区。病区配备有婴儿培
养箱、多参数心电监护仪、新生儿
经皮黄疸测试仪、微量注射泵、

CPAP氧疗仪等先进设备，专门收
治0-28天的新生患儿，填补了我
市三级甲等医院的相关空白。

在杨威主任的带领下，市一
院普儿一区的诊疗技术一直处于
省市内先进水平。今年年初，市
一院普儿一区加入河南省儿童医
院儿科医联体，省级技术、优质医
疗资源的下沉，让市一院普儿一
区更好地承担了区域内患儿的诊
疗任务。随着该院在我市新城区
建立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含
儿童医院”规划的稳步推进，该院
儿科优质医疗资源将进一步得到
优化，填补我市儿童专科医院卫生
机构的空白。 （李莹）

专业技术为鹰城患儿护航
——记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儿一区

她从事显微手足外科工作17
年，擅长开展各种创伤所致的断
指（趾）、断手（足）、断臂（腿）再
植；皮瓣修复；手与手指畸形矫正；
四肢功能重建等高难度手术。她
为人低调，却最懂病人的心思。从
医17年，她一心扑在临床工作中，
凭借精湛的显微手足外科技术，
助力新华区人民医院显微手足外
科的进步与发展。她就是该院显
微手足外科医生刘素娜。

初入院时，刘素娜踏实钻研、
求真好学，受到新华区人民医院
院长和时任科室主任的好评。为
了练好基本功，刘素娜常常在一
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勤学苦练。
在显微镜下，一针一线吻合血管、
肌腱。日日练、时时学，在长达半
年的勤奋苦练中，一次次成功的案
例让刘素娜的技术迅速提升。性
格沉稳、技术过硬，刘素娜凭借实
力在团队中脱颖而出，开始在危
重病人的救治中独当一面。

拇指被机器“咬”碎缺损，取
足趾再造拇指，而且“神形兼备”；
严重外伤，如碾轧伤、离断伤等，
刘素娜也毫不含糊。显微镜下，

她常常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在
手指、脚趾等细小的伤处做固定、
修补缝合，保证患者术后肢体能
成活及功能恢复。较之其他骨科
手术，显微手足外科的手术过程
非常复杂，手术时间也更长。曾
经，为了手指多段离断的患者，刘
素娜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11个小
时。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在手术中一定不要留下任何遗
憾！每一根骨头再细小也必须对
接好，每一根神经都不能有大的
结节，每一条血管要保证百分之
百的畅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所
接的肢体成活率。

做一台手术就像做一件艺术
品，刘素娜永远能够耐住性子，摒
除一切杂念，精益求精，精雕细
琢。然而外科手术又不同于艺术
品，对于患者而言，一个治愈的患
肢，将跟随一辈子。正是这样设身
处地地为患者着想，刘素娜宁愿自
己在手术台上多站1个小时，甚至

两个小时，也要追求“显微手术”
的卓越境界，绝对不轻言放弃。

进入夏季以来，科室接诊的
手足外伤患者增多，每到这时，刘
素娜和同事往往昼夜拼搏，牺牲
一切休息时间。上周四下午，原
本轮休的刘素娜接到科室的急救
电话就匆匆赶到了医院。连续3
台急诊断指再植手术，从手术台
上下来，已是凌晨1点。可第二天
一大早，刘素娜的身影又出现在
病房。“放心不下刚做完手术的病
人，所以一大早过来查房。”刘素
娜解释说。

寒来暑往，17年如一日，刘素
娜已经成为科室的高年资医生，
但是她对工作的热忱和对病人的
责任心丝毫没有减退。“哪怕只有
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
之百的努力。”正是这样的高度使
命感，让她不仅救治了一位位患
者，而且挽救了一个个的家庭，甚
至改变了患者的一生。 （李莹）

一针一线保病患肢体 追求“显微手术”极致境界
——记新华区人民医院显微手足外科医生刘素娜

本报讯 8 月 3 日，82 岁高龄
的张奶奶在市第二人民医院（以
下简称市二院）心内三科成功接
受了临时心脏起搏器植入术。术
后，张奶奶身体状况良好，但她回
想起自己之前的抢救经历，感叹
说可谓“九死一生”。

据了解，家住市区建设路中
段的张奶奶几年前曾因冠心病放
过支架。近日，她因反复头晕、胸
闷，呼吸困难等被家人送到了市
二院。经检查后被诊断为严重的
心动过缓、频发室性早搏、阵发性

室速，心跳最慢时仅38次/分（成
人正常心率为60～100次/分）。

“老人在住院过程中情况较
差，经常出现抽搐、意识丧失和大
小便失禁，如果不及时救治，病情
将会逐渐恶化甚至猝死。”市二院
心内三科医生岳修宇说，考虑到
患者高龄且有冠心病史，科室组
织全体医师讨论，并与老人的家
属反复沟通，最后决定为老人实
施临时心脏起搏器植入术。

然而，就在老人由病房转运
至导管室的路上，令人担心的事

情还是发生了：患者突然发生心
脏停跳，出现阿斯综合征，意识丧
失、抽搐……抢救小组立即实行
胸外心脏按压等急救措施，随后
迅速到达导管室。“局部麻醉、锁
骨下静脉穿刺、送入电极导线、植
入心脏起搏器……”在心内三科
主任张领、主治医师岳修宇、医生
胡延崇等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
手术仅用了20分钟便顺利结束。

目前，张奶奶术后心率维持
在70次/分，先前的胸闷、头晕、呼
吸困难等症状完全消失。接下来

的两周时间，医务人员会观察老
人是否恢复自主心跳，并根据实
际情况判断是否为老人植入永久
性的心脏起搏器。

据张领介绍，安装心脏起搏
器在市二院是常规开展的心血管
介入治疗技术，但对于像张奶奶
这样的高龄患者，手术难度和风
险非常大，正是凭借团队成员术
前的仔细评估、面对突发状况时
的高效急救能力以及术中精细的
操作，才得以确保手术的成功完
成。 （李莹 通讯员 付春晖）

市二院成功为82岁老人安装心脏起搏器

打造金牌科室 守护百姓健康

市一医院普儿一区医护人员。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8月 5日，刘素娜给术后病人
换药。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无偿献血者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