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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康市妇幼保健院， 大家都知道
产科王秀荣主任有个口头禅是 “守护母
婴安全是我的使命”。

在她的职业生涯里， 她已经记不清
接诊过多少孕产妇， 也记不清做过多少
台手术， 记不清有多少个危重孕产妇在
她的帮助下挣脱了“死神”的纠缠，更记
不清多少个夜晚曾被手机铃声叫醒参与
抢救。 她只知道很多孕产妇把她当成了
知心人，在她的手机微信里，有太多她和
孕妈妈之间的温情故事……365 天全天
候、24 小时不关机， 成了王秀荣主任的
工作常态。

产科作为守护孕产妇、 迎接新生命
的“第一战场”，既饱含了希望与活力，也
隐含着危急和险情。曾经，有一位产妇在
安康市妇幼保健产房顺利诞下一名男
婴， 正当大家沉浸在新生命诞生的喜悦
中时，产妇突感剧烈腹痛，同时阴道大量
出血。值班医生立即通知王秀荣主任，她
第一时间赶到产房， 发现原来是发生了
罕见的子宫内翻。学医的人都知道，这是

极其危险的情况！ 王主任迅速展开抢救
工作，经阴道徒手复位和球囊放置，子宫
保住了，患者的出血情况也得到控制。王
主任回忆道：“我们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全
力抢救，才将她从‘鬼门关’拉回来。产科
工作就是如此， 有时候前一秒还平平安
安，后一秒突然警铃大作，我们需要时刻
紧绷神经，直面风险，为病人提供最安全
的诊疗方案。 ”

王秀荣主任从年轻时起对待每一个
病人都细致认真。 20 多年前，王主任进
修时曾遇到过这样一位病人， 产后 9 个
月，阴道出血不止，反复住院，多次输血，
但始终查不出出血原因。再次住院，王秀
荣作为她的管床医生，通过深入思考，详
细询问病史，仔细检查，终于找到了出血
原因， 原来是患者同房后阴道后穹隆撕
裂伤所致， 经手术缝合后出血得到了有
效控制。病人连连感谢道：“王医生，您就
是我的幸福。”带教老师和主任们也对她
竖起了大拇指。

还有一个故事： 怀有三胞胎的李女

士，孕期 26 周时，羊水破了，李女士被家
人送到安康市妇幼保健院急诊， 入院后
自娩一死男婴，还有两个孩子生死未卜。
李女士和她的家人都十分悲痛：“医生，
求您帮帮我和孩子，我患有原发性不孕，
以后也很难怀孕了， 我希望我的另外两
个孩子能够见一见外面的世界。”对于胎
龄只有 26 周的胎儿来说， 要想活下来，
真的很难很难。 为了保障产妇和胎儿的
生命，王主任团队经研究后，迅速为李女
士制定了宫颈环扎术、控制感染、抑制宫
缩等保胎延迟分娩治疗。 经保胎治疗 18
天后， 李女士顺利经剖宫产分娩了两个
男婴，在经过新生儿科医护人员 68 个日
日夜夜的精心呵护， 两个小生命痊愈健
康出院。

她就是这样怀揣着一颗对医学热忱
的心，对患者仁爱的心，以纤瘦的身姿扛
起守护生命的重担，37 年如一日，把自己
全部的心血都献给了她钟爱的妇产科事
业。 37 年间，王秀荣主任始终遵循“医者
仁心”的教诲，潜心钻研医术，并在日复一

日的临床工作中，从一名初出茅庐的医学
生逐渐成长为身经百战的妇产科领域专
家。 37 年来，她坚持终身学习，不断提升
自己的医术，努力追求卓越；她还积极开
展新技术，如子宫断流式缝合术，显著提
高了手术的安全性和成功率。 此外，她在
安康地区首次开展了产钳助产技术，并手
把手地指导下级医生如何正确使用产钳，
确保了母婴的安全。 近十多年来，在王秀
荣的带领下，安康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年住
院分娩量 4000 多例，手术分娩超过 1000
例，成为全市分娩量最大的医院，而且实
现了产妇医疗安全零事故。

作为产科医生， 王秀荣主任深知职
业所肩负的重任。 从踏入医学殿堂的那
一刻起，她便立下誓言，要竭尽全力守护
母婴安全， 为安康市妇幼健康事业作出
积极贡献！

“没想到我妈 88 岁了还能换一口
‘新牙’，感谢向医生。 ”近日，患者陈之
莲和女儿来到平利县医院口腔科复诊，
并向口腔副主任医师向吉弟送上一面
锦旗。

88 岁的陈之莲患有上下牙列缺损，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在多家口腔机构治
疗均不满意，向吉弟针对这名大龄患者
制定了先进的全口吸附义齿修复方案，
为病人解决了全口缺牙难镶的问题，提
高了患者的咀嚼功能及全口美观度、舒
适度。

“儿时我的母亲深受牙疼困扰 、苦
不堪言，但那时候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口
腔科专业医师，长时间没能得到专业治
疗，牙疼得厉害 ，母亲只能默默忍受和
吃点消炎药硬抗过去。 ”说起这些，向吉
弟回忆，这让他内心的天平不知不觉向
大学里的口腔科专业倾斜 ，“希望有朝
一日学成归来，能用自己的医术让像母
亲一样被口腔健康问题困扰的家乡人
得到及时治疗。 ”

“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这是向吉
弟从学习口腔医学之初就时刻挂在嘴

边的话。 1998 年，向吉弟通过口腔医学
专业学习毕业后如愿来到平利县医院
工作，到医院的 25 年里，年轻的向吉弟
努力上进，立志成为一名医术精湛的口
腔科专家。 他一边上班，一边自学参加
考试，在口腔医学专业继续深耕 ，获得
西安交大口腔医学本科学历。 向吉弟一
直告诉自己，要想赢得患者信任 ，医术
过硬是关键 。 只有练就一身的 “真功
夫”， 面对患者可能出现的多种突发状
况才能“接得住 ”，才能用更实惠 、更有
效的治疗方法处理，才能真正让患者信
得过。 他用过硬的技术、严谨的态度、热
情的服务，收获了一个个“患者粉丝”。

向吉弟是平利县医院口腔科元老
级医生，他和口腔科也互相见证了对方
的成长。 “从一把治疗椅到现在拥有这
么多先进设备, 让我们更有信心守护平
利群众的口腔健康。 ”向吉弟感叹。 如
今，通过不断完善措施、健全机制、优化
环境，平利县口腔医师服务能力持续得
到提升。 平利县医院副院长石道勇介绍
道：“作为理论基础扎实、带教经验丰富
的一线专家，20 多年来， 一批又一批口

腔科医生在向吉弟的带领下成了全县
各个医院的骨干医师，这实属不易。 ”

自平利县医共体建设启动以来，向
吉弟从最初的单枪匹马到带领这批“90
后”团队成立“向吉弟名医工作室 ”，一
支高水平的口腔医师人才队伍也不断
壮大。 “看，开髓时，针对不同部分的牙
体 ， 我们要特别注意开髓的方向 、部
位。 ”向吉弟深知实践对年轻口腔医生
成长的重要性，每当实操时 ，他总是不
厌其烦地讲解要点。 李巧梅正是向吉弟
培养出来的得意门生，4 年间，向吉弟带
着她完成了从“学生”到“医生 ”的角色
转变，现在的她已成长为科室骨干。 “我
们都是向老师手把手教会的。 ”科室里
大多是“90 后”，向吉弟对这些年轻人期
望很大，除了传授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
外，还常常告诫他们：“当医生是一个良
心活，从诊断、治疗到患者的修复用材，
我们一定要谨慎、诚信、负责，千万不能
做违背良心的事。 ”

呵护口腔健康， 护牙健齿是关键。
每年的“全国爱牙日 ”，他鼓励 “名医工
作室”的年轻医生走出医院，走进校园、

机关、敬老院宣讲口腔健康知识，制作发
放“口腔科健康教育处方”，为群众提供
口腔检查并进行义诊活动，守护群众的
口腔健康。

“前几天卫生院向大家通知向主任
要来，我今天特地来挂号问诊，自从县上
医院的专家每月来‘家门口’坐诊，看病方
便多了。 ”洛河镇中心卫生院是平利县医
院医共体分院之一，8 月 1 日， 向吉弟又
来到这里坐诊。洛河镇患者谭春秀因病导
致部分右上牙缺失， 牙槽骨吸收萎缩严
重，没有种植条件。经过初步诊断后，向吉
弟为她制定了固定———活动联合修复治
疗方案，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看到不再被
牙病折磨的老人笑了，向吉弟长舒了一口
气。 因潜心钻研、锐意创新，他先后获得
“平利县最美职工”“平利县优秀科技工作
者”等诸多奖项，多篇论文在省级核心期
刊上发表。 一摞摞奖状、证书见证着他在
临床、科研、教学一线的成就。

“在口腔医学领域，我还有太多方面
没有深入学习到，我会和科室团队带着
激情跋涉，努力让更多牙病患者笑口常
开。 ”向吉弟说道。

向吉弟：让牙病患者笑口常开
通讯员 王婵

洪涝灾害发生时洪水中会夹带大量的生活垃圾、 有毒有害垃圾、
粪便甚至一些禽畜等动物的尸体。 因水量剧增，城市、村镇等处同时受
到洪水冲刷和内涝的双重影响，可能淹没或破坏水源地及供水的设施
设备，导致水源地、水管水受到污染，同时一些食物也可能被污染。 在
洪涝灾区饮水饮食卫生状况恶化、环境污染、病媒生物孳生及灾民群
众抵抗力下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肠道传染病发生、传播的风险显
著增加。 因此，洪涝灾害后首先需要预防的就是肠道传染病。

洪涝灾害后最易暴发流行的肠道传染病有霍乱、 细菌性痢疾、伤
寒和副伤寒、甲型肝炎、手足口病、感染性腹泻等。 大多数肠道传染病
发病会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缺乏等胃肠道症状，有些伴有发
热、头痛、肢体疼痛、全身中毒症状，若治疗不及时，可引起严重的并发
症。

对洪涝灾害后肠道传染病的防控，关键是做好“三管一灭”。
管好水源。 在洪涝灾害发生后，应特别注意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

安全，不在水源地附近随意倾倒垃圾和污水，尽量选择安全可靠的水
源，避免使用自制水源（如井水），不喝来源不明或者受污染的水，优先
选择使用瓶装水，统一供水时饮用水应煮沸消毒，用来盛水的桶、碗、
盆等容器要经常消毒和擦洗。

管好食物。 不吃腐败变质和受污染的食物，避免生吃未经清洗或
处理的食物，如水产品、蔬菜水果等，尤其是不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
物。 食物存放得当，餐食要进行充分的加热处理，尽量避免食用剩饭剩
菜，同时餐饮具要进行及时的消毒和清洗。

管好人畜粪便。 严格粪便管理，不随地大小便，更不能将人畜粪便
排入洪水中，如厕尽量选择水厕，如建立临时旱厕，需进行防渗和防灌
处理，并及时进行消毒；避免与肠道传染病患者接触，当发现自己有水
样便、稀便、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等疑似腹泻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并遵医嘱进行及时治疗。

及时灭蝇。 针对洪涝灾害后容易发生动植物腐败和粪便污染的特
点，应及时开展病媒生物防制活动，尤其是苍蝇的灭杀。 首先要及时清
理环境中的动植物残骸和散落的人畜粪便，其次要进行科学的物理化
学消杀降低蝇密度，最后要做好三防设施，防止苍蝇进入室内。

最后要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乱扔乱倒，乱排乱
放，勤洗手，多锻炼，保持良好心态。 洪涝灾害后肠道感染是一种常见
的健康问题，但通过加强预防和控制措施，我们可以有效减少感染的
发生。

汉 阴 县 城
关 卫 生 院 积 极
开 展 家 庭 医 生
上门服务活动 ，
以免费体检、用
药 指 导 等 方 式
为 困 难 群 众 和
行 动 不 便 人 员
送健康。

张辉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赵飞）近日，安康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
唐勇、 副院长李福广一行深入帮扶村旬阳市赵湾镇高东村
实地调研乡村振兴产业帮扶工作， 看望慰问驻村工作队并
送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员到村任职。

在交流座谈会上，驻村第一书记从基层党建、产业发展
和健康帮扶等方面汇报了近期驻村工作情况， 医院医技第
二党支部书记肖金玉以 《坚守纪律底线 追求道德高线》为
题结合党纪学习教育进行授课。 新选派的驻村工作队员李
辉涛到村报到任职，他表示将尽快适应角色转换，融入新的
环境，以饱满的热情在乡村振兴一线贡献力量。 医院工会为
驻村工作队送上防暑降温物资， 工会主席覃斌嘱咐驻村工
作队要保重身体， 在做好驻村工作的同时也要做好高温防
护。

唐勇一行实地查看了高东村烟草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
情况及爱心超市积分制运行情况， 要求驻村人员紧盯既定
的“三个一”产业发展目标，结合村情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产
业， 实现长短期结合的产业链条， 不断壮大高东村经济发
展；要充分运用好帮扶单位投入的爱心物资，盘活积分激励
机制，强化村民自治，充分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全力做好产
业发展大文章，强化产业带动帮扶，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开创新局面、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海艳 赖世芬）为
进一步深化 “以病人为中心” 的服务理
念，促进护理服务贴近患者贴近临床，消
化内科护理团队以问题为导向， 以患者
需求为目标， 积极推行优质护理服务新
举措。

消化内科经常有肝硬化大量腹水的
患者， 需严密观察腹水引流情况及有无
外渗等。 大量腹水患者经过腹腔置管引
流后常常会由于腹内压过高导致外渗，
这不仅增加了患者的痛苦， 还会导致感
染等并发症的发生， 给治疗带来更多的
困难。

为解决这一问题， 从 2023 年起，护

理团队不断学习相关文献及指南， 探索
新的解决方案。 在临床实际工作中发现
氨基酸瓶盖和 3M 贴联合使用， 可有效
减少腹水的外渗， 也有助于预防穿刺点
的感染， 有利于观察腹部置管情况及穿
刺点情况。 因为氨基酸瓶盖的设计结构
紧凑、密封性良好，能与穿刺点周围皮肤
紧密贴合，可达到防止腹腔积液外渗，促
进创口愈合的目的。另外，瓶盖与腹腔形
成密闭， 与 3M 透明敷贴及无菌纱布加
压包扎 ， 形成无菌保护膜的方法 ，从
2023 年下半年至今共实行 10 余例 ，住
院患者腹水外渗情况明显减少， 大大提
高了患者的舒适性和满意度。

本报讯（通讯员 张小军）近日,紫阳县人民医院眼科顺利为一名患者
实施了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并成功植入区域折射多焦点人工晶体，此项手术
的开展，标志着该院眼科手术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患者余某，62 岁，双眼视物不清加重半年，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来院
后，余某双眼矫正视力为 0.12，双眼晶状体灰白色浑浊（C3N2P2）。 眼科医
务人员为充分满足余某术后不想佩戴眼镜，且有近距离阅读、看手机等需
求，术前检查余某符合植入区域折射多焦点人工晶体条件。 随后，眼科副主
任医师张小军为余某成功实施了 “左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区域折射多焦点
人工晶体植入术”，术后检查余某左眼远视力为 0.8、中视力为 0.4、近视力为
0.5，一周后复查左眼远视力为 1.0、中视力为 0.5、近视力为 0.6。 余某表示无
眩光、光晕等不适感，并对术后视力恢复情况十分满意。

据医师介绍，传统白内障手术是以术后复明为目的，术中植入单焦点
人工晶体，虽然能够看远清楚，但不能兼顾看近清楚，看近时需佩戴眼镜。
而屈光性白内障手术不仅只是达到术后复明，术中通过植入功能性人工晶
体，使患者可以获得看远看近同样清晰的全程视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植入
功能性人工晶体对患者眼部健康状况要求高，对病症要求较苛刻，并不适
合每位白内障患者。

本报讯 （通讯员 彭兴明 杜胜苗）7 月 30 至 31 日，岚皋县卫健系统
医师节“大练兵、大比武”竞赛活动成功举办。 来自全县县镇医疗卫生单位
的 25 支参赛队共 75 名医护人员参加竞赛活动。

本次竞赛活动分为理论笔试和实践技能操作两部分。 7 月 30 日，在县
医院十楼会议室进行了理论笔试，内容涵盖医学基础知识、临床诊疗规范、
医疗法律法规等多个方面。 各参赛队员凭借日常练就的扎实理论基础，快
速认真地完成每道答题。 7 月 31 日，在县中医医院开展了实践技能操作竞
赛，操作竞赛有单人徒手心肺复苏、防护用品穿脱、电除颤、气管插管以及
体格检查 5 个项目。 竞赛现场秩序井然、竞争激烈，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操
作娴熟，充分展现了医护人员精湛的业务技能和专业素养。

“比赛前我们进行了集中培训，不断练习医疗操作技能，通过比赛实操
环节，更加熟练了平时的工作，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会继续提升，更好地
为患者服务。 ”岚皋县医院参赛队员赵清说。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县医院 1 队荣获团体一等奖，县中医医院 2 队、县
医院 2 队荣获团体二等奖，县中医医院 1 队、县医院 3 队、堰门镇卫生院荣
获团体三等奖。 县医院赵清荣获个人一等奖，县中医医院李永力、县医院罗
丹荣获个人二等奖，县医院郑春燕、张震、邱洪莲荣获个人三等奖。

“我们通过开展业务技能‘大练兵、大比武’竞赛活动，努力营造全县
卫健系统‘重学习、强能力、比业绩、讲奉献’的浓厚氛围，持续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助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走深走实，为健康岚皋建设提供
坚实保障。 ”岚皋县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刘红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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