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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在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中医科
门诊，该院客座中医专家、河南省中
医药大学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王
启政教授早早开始坐诊。诊室外排
满了提前预约的患者。据了解，每
周五、周六和周日上午是王启政的
坐诊时间，自加入总医院中医科门
诊以来，王启政每周坐诊，风雨无
阻。如今78岁高龄的他，已经在总
医院坐诊了16个年头，经他诊疗的
患者不计其数。在总医院这所国家
级三级甲等医院中，中医科早已成
为不少鹰城和周边地区百姓的首
选，这与科室名老中医数十年如一
日的坚持密不可分。

28张中药处方，12年医患情

68 岁的宋先生家住我市神马
大道东段，不认识他的人不会知道，
看起来神清气爽的他遭受了多种疾
病的折磨。早在12年前，宋先生就
因眼底出血多方辗转求医未果。一
次偶然的机会，宋先生一家在总医
院中医科门诊找到了王启政。经过
详细问诊，王启政为他制定了系统
的治疗方案。

“当时王教授还是用手写的处
方。”时隔12年，宋先生拿出当时王
启政开出的中药处方时，白纸已经
发黄。“王教授的方子很有效，眼底
出血很快治好了。”宋先生表示，29
岁时工伤导致双腿截肢，他的身体
状况一直不好。2005 年 6 月至
2006年底，王启政共开出了28张处
方，治愈了宋先生的两场大病。

如今12年过去了，宋先生因身
体虚弱先后遭遇了冠心病、脑梗、胆
结石合并胆囊炎。“一遇到大难，就
想起了你。”宋先生颤抖着双手拿出
的28张处方感动了现场的人。

“如今身体情况很不好，吃不下
饭，病又太多。”宋先生诉说着自己

的疾病，很苦恼。王启政一面不断
安慰着这位患者的情绪，一面根据
他的病情结合其生活习惯给予指
导：“阿司匹林可以先停一停，日常
饮食要清淡，动物内脏不要吃。”

“先调脾胃，再治胆囊炎，一步
一步来。”王启政一边疏导宋先生的
情绪，一边告诉他循序渐进的治疗
方案。随后，王启政口述了开出的
药方，还不忘调侃：“现在科技发达
了，处方已经不用手写了。”幽默的
话让宋先生也笑起来，经过王启政
的鼓励，他重拾了治病的信心：“吃
你开的药，我有信心。”

坐诊16载，丈量30万公里

当天接诊的患者中，9岁的女孩
瑶瑶是背着书包来的。“孩子感冒了，
这几天咳嗽越来越厉害，麻烦您给看

看。”瑶瑶的妈妈来不及让孩子摘下
书包，匆匆地解释道，“孩子学习紧
张，看完病还要赶回学校上课。”

“您可神了。”瑶瑶的妈妈说，是
一位家长朋友推荐她来找王启政看
病的。王启政听了连忙摆手：“可别
给我‘带帽子’，把病看好了才是实
实在在的。”

“现在，大家都知道总医院有位
老中医，不看钱下药，又擅长温病、
发热、咳嗽、夜间盗汗、高血压、冠心
病、头痛、失眠、内科、妇科疑难杂
症。王教授的门诊总是早早就预约
满了。”一旁抄方的医生齐广涛说，
不少许昌、信阳、开封、南阳、周口以
及外省的患者都是慕名来找王教授
看病。王启政为人谦和、医德高尚、
技术精湛，是享誉中原中医界的德
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从医50余载，
王启政的学生和弟子遍布全世界，

他为祖国的中医事业发展作出了巨
大贡献。作为总医院客座中医教
授，16年来，王启政往返郑州与平顶
山的路程达到30余万公里。有时
他远在外地，也依然风雨无阻，坚持
赶回鹰城坐诊。“最放不下的就是等
待自己的患者。”古稀之年，这位老
中医不遗余力、传承国粹的行医态
度感动了一方百姓。

名医齐聚，铸就中医科品牌

提起总医院中医科，王启政的
名字早就与这所医院的中医科联系
在一起。回首历史，一个个沉甸甸
的日子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总
医院中医科从创建到口碑相传的大
门。

2001年，伴随着当时平煤集团
经济形势的好转，广大职工对中医

科的需求越来越大。然而，总医院
中医科人才正处于新旧交替时期。
当时的中医科接诊的多为工伤患
者，没有专科特色，没有系统化的理
论与临床相结合的思路与方法。
2001年，时任总医院院长任文杰任
命医务部部长陈志强（现总医院副
院长）重振中医科。作为陈志强的
老师，河南中医药大学（当时的河南
中医学院）王启政教授受邀成为总
医院中医科门诊的客座专家。为了
大力引进中医人才，王启政教授的
学生、中医博士毕业的张保伟几经
周折，受邀成为总医院中医科门诊
的另一“支柱”。

2005年，随着张保伟在洛阳第
二中医院挂职副院长结束回到河南
省中医学院，在时任总医院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荣晓琦的大力邀请
下，张保伟毅然决然来到总医院，承
担起中医科主任工作。

2005年8月 19日，张保伟担任
总医院中医科主任后，他下定决心

“改变中医科单一的接诊现状，让中
医科成为治病的科室”。随后3年
间，张保伟开展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建立了系统化的中医诊疗模式。
2016年，随着医院新病房大楼的落
成，中医科持续扩大规模，成为拥有
114张病床、中医名家齐聚的规模化
病区。

2013年 11月 19日，张保伟接任
总医院副院长，这位中医博士用自
己对中医的热爱，将青春付予鹰城
这片热土，与自己的老师一道，为总
医院中医科的发展倾注心血。现如
今，由王启政教授、张保伟副院长、
中医科一区牛永义主任、中医科二
区雷权主任、中医科专家石相臣等
组成的队伍，构成了一支老中青多
元化人才梯队。他们凝心聚力，打
造鹰城百姓信赖的中医科品牌，以
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赢得鹰城
百姓的信任。 （李莹）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中医科门诊为百姓架起健康桥梁

“我来感谢产三科主任孙菊
英、副主任陶丽萍和医生张谊北等
人，是她们为我保住了子宫，救了
我们母子一命。”9月17日，产妇吴
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了市妇幼保
健院。

据了解，6月22日，39岁、怀孕
34周零三天的吴女士因下腹阵痛、
阴道流液，入住该院产三科。值班
医生张谊北接诊后，认真给吴女士
进行了产检，检查结果显示：孕妇
不仅胎位不正、胎膜早破，而且还
有疤痕子宫、子宫腺肌瘤、糖尿病
合并妊娠等一系列棘手问题，预示
着孕妇随时可能早产，但生产难
度、手术难度和生育风险远超一般
孕妇。

孕妇的特殊情况受到产三科
主任孙菊英、副主任陶丽萍的高
度重视，对患者进行了全方位的

帮助。考虑到胎儿胎龄还小，张
谊北先给予孕妇保胎、抑制宫缩、
营养支持、促胎肺成熟等治疗，并
密切观察孕妇病情变化，同时充
分做好了随时为吴女士实施剖宫
产手术的准备。次日下午下班时
分，由于吴女士病情突然发生变
化，为保母子平安，院方决定立即
实施剖宫产手术。准备下班的孙
菊英决定亲自主刀，带领得力助
手陶丽萍和张谊北为产妇实施剖
宫产手术。

术中，孙菊英熟练利用横位内
倒转术，顺利娩出一名男婴。因产
妇患子宫腺肌瘤，瘤体较大，直径
约 7cm，加上子宫收缩乏力，出血
严重。经药物、人工按摩子宫、宫
腔填纱、子宫动脉结扎、局部子宫
缝扎等处理措施，仍有出血，出血
量达 2500ml，并且产妇生命体征

出现变化：血压低、心率快，如果继
续保守治疗，产妇有可能出现生命
危险，建议子宫切除。但是，产妇
要求一定要保住子宫，孙菊英等人
考虑到吴女士还年轻，切除子宫的
话心理上肯定很难接受。为满足
病人心愿，孙菊英冒着风险，立即
采取了缝扎止血等措施，终于为产
妇止住了血，并成功为患者保住了
子宫。

“产后出血、合并症多的病人，
手术风险高、难度大，主刀大夫要
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孙菊英说。

术后，产妇生命体征平稳。一
周后康复出院。产妇及家属为表
感激之情，硬要塞给孙菊英一个
红包，被孙菊英婉言谢绝。出院
一段时间后，吴女士一家一直念
念不忘此事，最终送来一面锦旗
表示感谢。★ （牛瑛瑛 王春英）

市妇幼保健院产三科：

仁心仁术让产妇念念不忘
本报讯 近日，在平煤神马医疗

集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上演
了感人的一幕。该院眼科的一位护
士不慎将结婚戒指落在护士服的口
袋里，医院劳动服务公司紧急叫停
洗涤车间工作，最终，遗忘在护士服
的戒指失而复得。

9 月 7 日上午临近 10 点，总医
院劳动服务公司负责人王峰经理接
到来自医院的电话，称眼科一位护
士的结婚戒指落在护士服的口袋
里，看能不能赶紧帮忙找找。

“当天正好是洗涤中心统一收
洗医院衣服、被品的日子。”王峰回
忆说，通常情况下，收洗的物品已
经送到位于我市东环路南段的洗
涤车间开始清洗了。“考虑到遗失
的物品很贵重，并且对于遗失人有
重要的纪念意义，我立刻联系了洗
涤中心的班长。”当天上午 10 点，

总医院洗涤中心班长张慧敏接到
王峰的电话后，立刻联系了洗涤车
间工作人员。幸运的是，眼科病区
的衣物还未开始洗涤，工作人员叫
停了正在进行的洗涤工作，通知当
事人到车间进行寻找。最终，当事
人在护士服的口袋里找到了这枚
戒指。

据该院宣传科负责人介绍，当
事护士在事后对洗涤车间的工作人
员表示了感谢。据悉，作为医院后
勤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医院洗
涤中心的管理工作忙碌而有序。“医
院的洗涤工作本来就很特殊，因为
牵涉到医疗安全，洗涤工作要严谨、
分门别类地进行。”据张慧敏介绍，
平日里，洗涤车间经常出现捡到医
护人员的饭卡、学分卡等情况，经过
与医院联系都能物归原主。

（李莹）

结婚戒指落在护士服
总医院叫停洗涤终找到

本报讯 随着板栗成熟季节的
到来，采摘板栗的一些风险也随之
而来。最近一段时间，平顶山市第
一人民医院分院眼科医院（以下简
称眼科医院）就接连收治了两位被
板栗刺扎伤眼睛的患者。

一周前，我市鲁山县瀼河乡52
岁的李先生和家人一起上山采摘板
栗，不想一个板栗掉下来，正好砸在
了他的眼睛上。“当时以为没事，只

是觉得眼睛有点涩。”李先生说，三
天后，他看东西越来越不清，眼睛发
红，酸、磨、流泪症状加重，李先生这
才赶紧到医院治疗。因为当地医院
治疗条件所限，李先生在家人的陪
同下赶往眼科医院。该院眼科二病
区主任樊培松主任医师接诊后发
现，患者因板栗刺扎穿眼球导致眼
内感染。在显微镜下行角膜前房异
物取出术，长达2毫米的板栗刺最

终被完整取出，经过后续抗感染和
消炎治疗，李先生康复出院。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鲁山县瓦
屋镇 49 岁的李先生身上。9 月 19
日，李先生在山上采摘板栗时被砸
到右眼，当时感到眼磨，未做处理，
第二天自觉症状加重，在家人的陪
同下到眼科医院治疗。经急诊手
术，樊培松在显微镜下取出3根1毫
米多长的板栗刺。目前，患者经过

后续治疗病情稳定。
“现在是板栗成熟的季节，因

采摘板栗被砸伤的眼外伤患者
明显增加。”樊培松说，因为板栗
苞外的刺坚硬细小，如果砸到眼
睛 ，苞 上 的 硬 刺 会 直 接 刺 入 眼
内。刺的尖端很容易断在眼球
表面甚至眼球内部。轻则角膜
深层苞刺残留，重则苞刺直接进
入眼球内部组织，可能会发生眼

内炎。
樊培松提醒，板栗苞刺入眼后

很容易刺穿角膜甚至晶体，引起真
菌感染，导致角膜溃疡。一旦发生
真菌性角膜炎，病情难以控制，严重
者会继发眼内炎，摘除眼球。市民
在采摘板栗时一定要做好保护措
施，万一眼睛被板栗砸伤，需立即到
眼科医院进行检查处理，千万别乱
揉眼睛。 （李莹）

采摘板栗要当心 莫让刺儿扎伤眼

9月22日，在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中医科诊室，王启政正为患者把脉。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