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归根”鹰才鹰商寻访大行动 A3
2022.2.25 星期五 编辑 尹家祥 校对 常卫敏

归根者简介：
程孝雨，48岁，叶县人，市第二人民医院肾病风湿科主任，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担任市医学会血液净化委员会和中西医结合风湿免疫委员
会主任委员。

归根者感悟：
祖国的中医药是克病制胜的一大瑰宝，现代医学诊疗手段是有力的

“兵器”。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作为一名平顶山人，我将依托市委组织部实
施的人才“归根”工程，充分发挥中西医结合的特色优势，为鹰城肾病、风
湿病患者祛除顽疾。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
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吸引了不
少有志之士在鹰城这块沃土上拼
搏奉献。我生长在鹰城，学成后又

‘归根’鹰城，这是一种不解之缘。”
2月 18日下午，在市二院肾病风湿
科主任办公室内，刚做完一台手术
还没顾上休息的该科主任程孝雨
说。

程孝雨的本科和研究生均在
河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专业
就读，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进入市二
院工作。

医者仁心怕患者走弯路

在肾病风湿病领域，程孝雨一
直提倡中西医结合诊疗。比如，肾
病综合征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效果
较好，可有效提高患者的免疫力，防
止疾病复发。在门诊上，程孝雨经常
发现不少患者在治疗中走弯路，延
误了疾病的最佳治疗时机。

“有的患者被诊为糖尿病肾
病，结果到正规医院做肾穿刺活检
术发现跟原来的诊断不一样；还有
一些肾病患者不知道做24小时尿
蛋白检查的重要性，甚至辗转多家
非正规医疗机构都没做过这方面
的检查，结果浪费了钱，延误了病
情。”程孝雨说，他每遇到这些情况

“心里就疼”。当遇到一些条件较

差、家庭困难的血液透析患者，特
别是从农村来的患者时，程孝雨都
会尽量为其开辟绿色通道，避免增
加其经济负担。

大医精诚 引领科室成长

在程孝雨的带领下，市二院的
肾病风湿科在动静脉内瘘狭窄球
囊扩张、内瘘堵塞切开取栓、瘤样
扩张整形术等难度比较大的手术
以及内瘘血管狭窄补片修补术方
面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程孝雨一直致力于科室人员
整体素质的提升，为让科室医护人
员掌握腹膜透析技术，他尽量使每
一名医护人员都有动手的机会，力
争使大家都掌握相应的技术。

“我们的病区目前只有7名医
生，要兼顾门诊和病房，还要到新
冠疫苗注射点开展医疗保障工作，
所以人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程
孝雨说。

对于科室未来的发展，程孝雨
作出了规划：一方面，在全科室更
好、更广地推行“血管通路”技术，
抓住义诊下乡的机会进行血管筛
查，争取使基层患者不出市就能得
到及时正规的治疗，少跑冤
枉路，少花冤枉钱；另一方
面，依托市委组织部的人才

“归根”工程，运用中西医结合
的优势，把本科室乃至平顶山
的风湿免疫学科建设发展好，
为更多的肾病、风湿病患者带
来健康。

程孝雨：

中西合璧
克病制胜祛顽疾

□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归根者简介：
王东海，46岁，鲁山县熊背乡茶庵村人，退役军人，鲁山县东海

养殖有限公司总经理。

归根者感悟：
归根创业是我的梦想，我会把握机遇，依托市委组织部实施的

人才“归根”工程，把产业做大、做强，带动更多人致富。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
才“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
聚人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
鹰商寻访大行动，吸引“归根”
鹰才鹰商资智助乡推动鹰城发
展。“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

‘归根’工程，让我增添了创业
的信心，我会全身心投入到产
品开发、生产中，为乡村振兴贡
献力量。”2月19日，在鲁山县望
城路上的一家土特产销售店
内，王东海笑着说。

回乡创业发展生态养殖

茶庵村林多地少，初中毕
业后，王东海背起行囊出外打
工，一年下来力没少出生活并
没多大改变。

后来，王东海进入军营成
为一名军人，并在服役期间荣
立个人三等功一次，三次被评
为“优秀士兵”，八次被评为“优
秀士官”。

退役后，王东海放弃了优
厚待遇，决定回乡创业，照顾父
母、妻儿。

茶庵村空气好，山花也多，
尤其春秋季节，到处弥漫着花
香，吸引着蜜蜂，也吸引着南来
北往的游客。王东海决定发展
生态土猪和土蜂养殖。

说干就干，王东海圈地数
十亩建设了养殖场，并注册成
立了鲁山县东海养殖有限公
司，开始了他艰难的创业之路。

迎难而上事业越做越大

创业初期，面对困难他没
有退缩，资金短缺就找合作伙

伴，技术匮乏就潜心学习，销路
不畅就出外推广，不止一次吃
在路旁、睡在车上。

正当王东海全力以赴发
展 生 态 养 殖 时 ，圈 里 的 100
多头猪崽突发疾病，不到半
月几乎全部死掉，一下子损
失数十万元。后来王东海知
道，是因技术配型不对，种源
出了问题，导致猪崽免疫力
下降。

初次创业失败，王东海没
有气馁，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
养殖了数百箱蜜蜂。蜂蜜销售
火爆，他终于获得了创业路上
的“第一桶金”。

为进一步提高蜂蜜质量，
王东海申请注册了“中原安石
王”蜂蜜品牌，并在该县相关部
门扶持下，投资600万元建设了
蜂蜜灌装厂。

厂内生产车间、化验质检
中心、冷藏库等一应俱全，配备
了现代化蜂蜜过滤机、融蜜机、
自动灌装机等蜂产品生产设
备，带动20多名村民到厂内就
业。

“王东海给村民们带了好
头，他还成立了种养合作社，带
动 50 多户村民一起养猪、养
蜂。”茶庵村党支部书记沈保垒
说。

“今后我要依托市委组织
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打
造生态产品的同时对蜂蜜进
行深加工，提升品质，让蜂蜜
产品走出国门，获取更大收
益。”谈及未来，王东海信心满
满地说。

王东海：

迎难而上
甜蜜事业助增收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繁忙的诊疗之余，程孝雨在整理自己的学习笔记 王东海在展示蜂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