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 2020年1月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 文 第218期

电话:(0531)85193644 Email:dzjk2013@163 .com

□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贾鹏 马莉

2019年12月30日，乐陵市新人民医院正
式搬迁启用，总投资10亿元的新人民医院由
旧址面积的3 . 5万平方米扩大为11 . 9万平方
米，总床位由564张增加至1300张，设计日门
诊量可达3000人次，停车位也从原来的220个
增加为640余个智慧车位，成为鲁西北冀东
南区域装备服务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

“健康是最大的民生，我们坚持问题导
向，发展健康事业、提高医疗水平、补齐民
生短板。”乐陵市委书记樊廷雷表示，实施
“健康乐陵”战略，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健

康环境、健康教育、健康活动、健康文化、
健康产业“六项建设”，让每一个乐陵人更
健康、更幸福、更自豪。

傍晚时分，乐陵奥林匹克公园内到处都
是健身的市民。“是家门口的这处体育公园
让我养成了天天健身的好习惯。”正在健步
走的市民徐云说。自2019年年初公园建成开
园以来，吸引了众多居民加入到体育运动的
行列，每晚的健步走队伍达200多人。打通
全民健身“最后一公里”，让城市每个角落
都“动起来”——— 2019年，乐陵市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达40%，远超全国平均
水平。

通过建设延伸至社区的运动设施、运动

场地，培养居民运动健身的良好习惯，从而
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增加健康人力资本，让
区域发展更具活力、更可持续，这正是乐陵
算的“健康账”。“利用河道水面枣林等，
建成12处枣林公园、5处湿地公园，形成‘10
分钟休闲健身圈’。”乐陵市委副书记、市
长王大山说，虽然与商业开发比，一反一正
“损失”40多个亿，但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
秤。

“有这么一个温馨舒适的小屋可以随时
量量血压，还给出健康指导报表，真是太方
便啦！”在乐陵市中苑社区，居民马志华在
进行现场自测后说。这样的健康小屋在乐陵
已设立了25座。

乐陵市委常委会先后3次专题听取健康
建设情况汇报，并将“健康乐陵”推进举措
细化为72项具体任务，明确到单位、责任
人。建起市、乡、村三级健康建设工作网
络，组建起487人的健康教育专业队伍，开
展进社区等健康七进活动、“无烟单位”创
建活动，提升改造乡村文体广场953处、高
标准操场101处，命名341家“无烟单位”，
设立中医治未病专科17个。

让“健康乐陵”融入百姓工作与生活的
方方面面。近两年来，乐陵全市累计投入25
亿元用于“健康乐陵”建设，提升了居民健
康素养，进一步巩固了“全国健康促进县”
创建成果。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颈椎上动刀会不会伤到

神经？会不会导致大小便失禁，甚至瘫
痪？”面对医生手术治疗的建议，济南市民
张青（化名）担忧不已。记者近期在采访中
发现，不少患者对手术治疗颈椎病、腰椎病
的安全性存在顾虑，甚至一些重症患者仍对
手术说“不”。专家表示，随着手术显微
镜、脊柱内镜等先进技术设备的应用，颈椎
病、腰椎病的手术治疗已步入精准时代，对
手术的安全性无需过度恐惧。

张青患颈椎病多年，此前一直采取热
敷、理疗等保守方法，最近感觉走路脚下无

力，影像检查发现已出现了严重的椎管狭
窄，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因为是在神经
周围动手术，安全性是首要考虑。”张青坦
言。

“近十几年来颈椎病、腰椎病手术有了
长足进展，安全性已今非昔比。”山东省立
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宋涛表示。随着神经
外科的加入，新的技术、设备、理念引入颈
椎病、腰椎病治疗领域，手术更加精准和安
全。比如显微镜的应用，通过增强光源让术
野更清晰，通过放大功能，头发丝一样细的
血管和神经显示得一清二楚，帮助医生在术
中更好地保护神经。

“神经外科医生长期接受高难度手术的
磨炼，在神经保护方面拥有扎实的技术和丰
富的经验。”宋涛解释。传统的神经外科手
术许多是在硬膜内操作，比如脊髓内肿瘤的

切除等，手术刀就在脊髓游走，操作必须分
毫不差才能确保手术安全。而椎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等颈腰椎病手术大多为硬膜外手
术，手术难度相对较低，神经外科医生处理
起来会更加游刃有余。据介绍，目前，欧美
约60%的颈椎病手术是由神经外科医生完
成，腰椎病则占50%左右。在我国，神经外
科开展颈椎病、腰椎病也有十余年发展历
史，技术实力和人才储备已相对完善。

神经外科技术和理念的引入使得颈椎
病、腰椎病手术治疗更趋微创化。专家介
绍，以颈椎前路手术为例，这种手术不仅去
除突出的椎间盘、增生的骨质以及压迫神经
的结构更彻底，而且伤害更小，一般只在颈
部有一个4厘米-5厘米的横切口，大部分患
者术后当天就能下床活动，第2-3天出院，
出血量一般在10毫升-20毫升。

专家表示，手术并非颈椎病、腰椎病的
首选，大部分患者通过非手术手段就可缓解
症状，但一些重症患者需要尽快手术。“比
如影像磁共振显示有严重的椎管狭窄、椎间
盘突出、脊髓明显受压，脊髓内部水肿，尤
其是出现双下肢无力，走路有踩棉感的患
者，建议积极接受手术。”宋涛表示，这类
患者下肢力量减弱，行走站立容易腿脚不利
索，导致反复摔倒、摔伤，加重病情，严重
者甚至可能导致高位截瘫。

专家提醒，手术治疗只是重症患者不得
已采用的办法，颈椎病、腰椎病关键在于预
防，要避免长期低头、不良坐姿、久坐，适
当运动，放松紧张的颈椎和腰椎。一旦出现
肩部、腰腿疼痛，肢体麻木、无力等症状
时，要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相关检查，采取
恰当的治疗措施。

□樊伟 朱思凡 任秀 王凯 报道
本报成武讯 “康复中心仙人洞，洞洞

都是耀眼明。放眼洞内仔细看，一个一个老
寿星……”1月3日，水发集团成武县养老康
复中心护理院的活动室内，80岁的胡玉先老
先生正在展示他创作的《康复中心赞》，围
坐着的十几位老人，兴高采烈地向记者介绍
起他们丰富愉悦的晚年生活。

院民自治、自我服务。2019年初，71岁
的高太忠牵头成立生活委员会，针对大家反
映相对集中的伙食问题，定期就院区食堂、
住宿等议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老人意见
和建议，动员老人全面参与食谱制订、住宿
管理，有问题随时提出、及时解决，真正让
每位老人都参与、融入护理院的管理，共同
营造良好环境，让这些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
真切体会了一把“当家做主”的自豪感。

让“余热”激发老人的活力和激情，实
现老有所乐。入住老人中有许多乐观健谈、
多才多艺以及有倾诉欲望的，老人们又自发
组织成立“聊天会”，以每个人的阅历、生
活经验、人生感悟等为素材，大胆讲述自己

的故事。
在“聊天会”会长田质记老人的会史记

录本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每一次活动的时
间、地点、讲述人、主要内容等。每周三下
午，老人们会聚在护理院活动室里，或讲述
自己过去的岁月，或朗诵解读文学作品，加
深彼此之间交流的同时，拥有了一个展示自
我、表达自我的平台，满足了老人们分享与
交流的需求，极大地丰富了老人们的精神生
活。

“我们还去病房里讲哩！”据田质记介
绍，为保证无法到活动室参加活动的失能、
半失能老人也能参与，聊天会还会组织一些
“聊手”送故事到病房，用个人的“余热”
给这些卧病在床的老人带来温暖，保持积极
的精神状态。通过积极展示自我，解除老人与
社会脱节、产生自卑、感到孤独等精神困扰。

建立老年党支部，让每位党员不失本
色。目前护理院党支部共有登记在册的党员
39人，平均年龄80 . 3岁，最大的96岁，平均
党龄50年，最长党龄72年。护理院专门安排
党员活动室，还提供每月2 0 0元的活动经

费，保证组织活动的正常开展。每月第一个
周一是党员活动日，党支部自行举办主题教
育活动，大家坐下来交流思想，学习党的最
新政策和理论，了解时事热点，让思想始终
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对表现积极、学习
认真的党员，党支部还给予表彰奖励，经常
买一些本子、笔发给大家。

各种文体活动，让老人活跃起来。护理
院设置了各类活动室，每位老人可选择自己
喜欢的活动，做操、唱歌、跳舞、下棋、打
牌、写书法，打羽毛球、乒乓球、台球……
老年大学“校长”高太忠老人向记者展示了
一份“课程表”，每周一到周六的下午都安
排了不同的活动，从戏曲演唱培训到二胡培
训，再到书法课、曲艺演唱课，各类活动一
应俱全。

每周都会举办两次大型文娱活动，合唱
团、二胡演奏团、表演队轮流出场，以及分
组进行的益智游戏，锻炼老人的思维和肢
体。每逢过年过节，还组织老人们一起包水
饺，各家的孩子们也一起到院里来过，在大
厅里摆上桌子，大家和和睦睦地吃团圆饭。

各式各样的活动帮助老人社会功能得以
延续。对于居住在这里的老人来说，护理院
更像一个村庄。每位老人安详地聚在一起，
过着跟在自己家里一样的生活。“在这里我
能感受到老家的温暖！”儿女都在北京工作
的魏玉芹今年已83岁，2018年9月入住护理
院，再也不愿离开。“老邻居”“老乡亲”
的感觉让她从内心感受到被接纳和被关心的
融入感。“哪里也不去了，我要让生命在这
里画上句号！”魏玉芹说。

给老人一个真正能安享晚年的空间和场
所，更重要的是让老人感受到存在的价值和
温暖。据水发集团成武县养老康复中心护理
院院长王昭富介绍，这些老人的平均入住时
间在两年左右，基本上都经历了从不愿意来
到不愿意走的巨大转变过程。通过参加活
动，每位老人都能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子，
找到归属感，彼此间的交流、感情不断加
深，老人才会发自内心地认为“这里是自个
儿的家”。

日前，护理院入选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评选出的首批医养结合典型案例。

顾虑手术导致神经受损？专家表示，显微技术的引入大大提升了安全性，

无需过度恐惧———

颈腰椎病手术步入精准时代

水发集团成武县养老康复中心护理院

院民自治创造老人安享晚年空间

乐陵：算好一笔健康账 小康步伐更铿锵

□杨宁 王凯 报道
本报北京电 近日，2019中国医改传播高峰会议在北

京召开，我省荣获2019年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组织
开展的“医改好故事”视频展播二等奖2个、三等奖1个、
优秀组织奖1个。

平阴县卫生健康局报送的《信息化强医之路“网”》
和诸城市人民医院报送的《一个尿毒症患者的故事》分别
荣获二等奖，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卫生健康局报送的《青岛
西海岸新区驻灵山岛的“鲁滨逊”医生》荣获三等奖，山
东省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荣获优秀组织奖。

活动共征集到视频作品500余件，评选出优秀作品20
个，其中一等奖3个、二等奖7个、三等奖10个，以及优秀
组织奖10个。

□通讯员 刘宇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林慧娟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赠书仪式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举行。
林慧娟教授把她亲自编著的《心律失常中医诊疗思路

与临床实践》赠送给学生弟子和研究生们，并结合自己多
年临床经验，作了题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心肌病心衰临床
策略”的学术讲座。

向老专家学习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弘扬其学术
经验。据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薛一涛介绍，名
老中医药专家代表了医院学术经验的最高水平。林慧娟教
授是该院心病科的老专家，担负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
承工作室的传承任务，学术成就众多，学术思想独到，培
养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传人。

□通讯员 谢静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月2日，由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专家

组成的脊柱团队赴对口支援单位陕西榆林清涧县人民医
院，开展巡回医疗活动。除在当地医院进行查房、疑难病
例讨论外，专家们还为当地百余名患者开展脊柱健康检
查，并给予治疗康复指导，受到老区患者的一致好评。

据悉，齐鲁医院已连续4年派医疗队赴清涧县人民医
院开展巡回医疗活动，截至目前，共派出15个专业方向的
62人次专家开展工作，彰显出人民健康“国家队”的使命
担当。

□通讯员 郭玉环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第二届颞骨规范化扫描及临床应

用培训班在济南举行，向广大学员呈现颞骨影像学领域多
年探索的成果。

据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党委书记王海波教授介绍，近年
来，现代影像学的进步推动了耳鼻喉科学的发展，通过在
颞骨影像方面的艰苦探索，逐步摸索出能够显示颞骨结构
的路径。本次会议旨在提高放射科及耳鼻喉科医师对颞骨
影像的认识水平，从而系统性掌握颞骨CT、MR的扫描、
后处理及照相规范，能够更好地指导和帮助临床诊疗。

山东省耳鼻喉医院是山东省首批重点专科医院，连续
10年位列“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前10名。依托
强大的耳鼻喉实力和大量的耳鼻喉病源，医院影像科发展
迅速，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为临床科室提供了更有效、更
精准的影像资料和诊断技术。

此次会议由山东省耳鼻喉医院影像科主办，来自全省
各地的学员共计100余人参会。

□通讯员 王迪 记者 李振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抢救一例中

枢、呼吸、循环、肝脏、肾脏、凝血多系统衰竭重症患
者。

患者因消化道大出血紧急转入聊城市人民医院重症监
护室，入院时已病情危重，其体内白细胞计数高于正常人
上限4倍以上，血小板计数低于正常下限5倍以上，利钠肽
前体指数达到机器显示的最高值35000……专家介绍，以
上任何一项指标都有致命危险。

聊城市人民医院紧急启动针对该患者的抢救：针对患
者严重的贫血和凝血功能障碍，输入红细胞和冷沉淀；感
染严重，升级抗生素；尿量偏少，持续泵入利尿药物；血
压下降，联合泵入去甲状腺素和多巴胺；肝衰竭、肾衰
竭，进行血浆置换（人工肝）和血液净化（人工肾）……
通过个体化、针对性的治疗，患者病情逐渐稳定，入院12
天后撤离呼吸机，16天后转入普通病房，20天后出院回
家。

据了解，如此危重的多器官衰竭患者十分罕见，救治
难度极大，其成功抢救彰显了该院危重患者抢救能力和水
平。

我省获多项

“医改好故事”奖

林慧娟全国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

举行赠书仪式

齐鲁医院骨科专家

赴陕西义诊

第二届颞骨规范化扫描及

临床应用培训班在济南举行

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抢救

一名多系统衰竭重症患者

大众健康微信公众号

□郭海涛 王凯 报道
近日，邹平市卫生健康

系统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团队4
名队员，以献血的方式庆祝
团队成立5周年。团队现有队
员22人，累计献血总量超过
30万毫升。


	1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