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回首奋进路，聚力启新
程。近日，市中心医院在该院多功能厅
举行 2024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共同回
顾过去一年的奋斗历程，表彰工作先
进，展望未来发展。院党政领导班子，
各科室主任、护士长，党、团支部书记，
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参
加表彰大会。大会由该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谢玮主持。

会上，市中心医院院长车振勇作了
《新乡市中心医院 2024 年工作报告》，
对医院 2024 年主要工作进行总结，并
安排部署了 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回

望 2024年，医院坚持党建引领、技术强
院，以医疗质量和患者满意度为核心，
不断引进人才强化专家队伍，不断接轨
国际提升专业实力，筑牢了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根基。2025年，市中心医院将继
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学习党的二
十大精神，加强学科建设发展、激发科
研创新活力、强化智慧医疗服务效能，
着力提升医疗安全质量、优化医护人文
服务、完善人才队伍培养、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深入贯彻落实精细化管理理
念、加速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搭建医疗

服务网格，倾心倾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
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医疗服务，持
续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

随后，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岳爱民宣
读了《新乡市中心医院关于表彰 2024
年度先进科室及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中共新乡市中心医院委员会关于表彰
2024 年度先进党支部、先进团支部、优
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团
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优秀青年志愿者
的决定》。

伴随着激昂奋进的乐曲声，受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意气风发地走上颁

奖台，院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授奖并合影
留念。鼓舞人心的颁奖仪式也激励着
全体中心医院人向身边榜样学习，开拓
进取、再创佳绩。

2025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
年，也是卫生健康事业改革创新、强基
固本、全面提升的重要一年。新的一
年，市中心医院将立足新时代、着眼新
目标，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有
力的举措，扎实有效推动医院高质量发
展，以新的奋斗姿态，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李炳）

回首去岁辉煌 隆重表彰先进 描绘今年蓝图 再著华美篇章

市中心医院举行2024年度总结表彰大会

本报讯 2 月 5 日是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市中心医院领导车振
勇、谢玮、岳爱民、王倩青、何文
龙、李树斌、王慧敏、程振国、范文
强及相关职能科室负责人，分别
在老院区和东院区走访调研临床
一线，看望慰问了工作在一线的
医务人员（如图），深入了解临床
工作中的实际需求，现场办公满
足一线需求，给了临床一线医务
工作者巨大鼓舞。

走访过程中，院领导对节日期
间坚守岗位、为患者提供优质服
务的医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每到一处，院领导都详细了解了
春节期间科室诊疗情况、手术情

况、患者收治情况、医务人员排班
情况、医疗安全落实情况以及需
要解决的问题等，并责成相关职
能科室进行协调解决。同时，院
领导还与科室负责人交流，探讨
2025 年 科 室 规 划 和 重 点 发 展 方
向，围绕新技术落地、开展前沿技
术、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了
具体要求。

看望慰问与祝福鼓劲让职工
备感温暖，也深受鼓舞。大家纷
纷表示，在新的一年要立足本职
岗位，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工作
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为人民健康
保驾护航。

（李炳 王鹏宇 文/图）

看望慰问 现场办公 共谋发展 鼓舞士气

市中心医院领导春节后走访临床一线

本报讯 近日，河南省科技厅公布
了 2024年“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评审结果，市中心医院范文强科研团队
申报的河南省风湿免疫病细胞治疗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被认定为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这是该院获批的第二个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河南省风湿免疫病细胞治疗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市中心医院这一坚
实的医疗基石，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建设
而成。该科研平台占地面积逾 3000平
方米，配备了价值超 3000 万元的先进
仪器设备，聚焦风湿免疫病细胞治疗的
前沿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其核心使
命是促进风湿免疫疾病领域的科研突
破、加速临床应用转化，并推动相关产
业蓬勃发展，为饱受风湿免疫疾病困扰
的患者带来新的曙光，助力提升社会整

体健康水平。
目前，该中心在难治性结缔组织病

的临床治疗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尤其
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化症以及
结缔组织病相关肺间质病变等疾病上
成效显著，为众多患者缓解了病痛，改
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在此基础上，范
文强科研团队将继续深耕风湿免疫病
领域，加大对 CAR-T、CAR-NK 等前
沿治疗产品的研发力度，力争在未来 5
年内实现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临床应
用的高效转化，为患者提供更多个性
化、精准化的治疗选择。

近年来，在范文强教授的带领下，
团队科研成果丰硕，先后获批河南省科
技攻关项目 2项、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
计划联合共建项目 10 余项、河南省医
学教育研究项目 2 项。在科技奖项方

面，更是捷报频传，荣获河南省医学科
技奖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新乡市自
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 3项、二等奖
2项。同时，团队积极开展GCP项目30
余项，为推动医学研究规范化、标准化
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展望未来，信
念如磐。站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
程，市中心医院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临床
与科研协同发展战略，持续加大对产业
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力度，深度融合

产、学、研、医资源，优化科研资金配置
方案，为各科研平台提供全方位支持。
该院将全力激发科研团队的创新潜能，
催生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加快成果转
化进程，勇攀医学科研高峰，为攻克医
学难题、提升科研实力、激发创新思维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推动医院医学科
技创新事业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奋力谱写该院医学科技创新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许鑫铭 梁舒）

依托面积逾3000平方米的科研平台和价值超3000万元的仪器设备高歌猛进

市中心医院这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很棒

本报讯 近日，市二院神经内科
三病区开展了一场紧张而有序的紧
急救治行动。一位 71 岁的男性患
者因突发完全性失语和右侧肢体全
瘫被紧急送入市二院。医生经过一
系列迅速而精准的诊疗措施，患者
最终转危为安，神经功能得以恢
复。这一成功案例再次彰显了市二
院神经内科三病区在脑血管疾病救
治方面的实力。

据了解，这位老人在两个月前
出现一次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当时已
发现左侧大脑中动脉存在重度狭窄
的情况，但并未引起他足够的重视。
然而，2月5日这一天的突发状况，却
让一家人恐慌不安。老人突然无法
说话，右侧肢体也完全瘫痪，家人见
状立即拨打120将其送往市二院。

患者到达市二院后，该院急诊
绿色通道迅速开启，一系列专业的
检查紧锣密鼓地进行。核磁共振血
管成像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左侧大
脑中动脉已经闭塞。面对如此凶险
的病情，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梁卢
允和医师马富辉、涂文茂没有丝毫
犹豫，立即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

在争分夺秒的抢救过程中，神
经内科三病区医护人员凭借精湛的
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成功为患者实
施了取栓手术。手术过程中，闭塞

的血管被迅速打通，随后医生在患
者血管狭窄段植入了一枚支架，以
确保血流畅通无阻。

麻醉苏醒后，奇迹出现了，原本
无法说话的患者开始尝试发出声
音，虽然起初有些含糊不清，但随后
言语功能逐渐完全恢复正常。同
时，患者右侧瘫痪的肢体也完全恢
复了正常。这一变化让在场的所有
人都为之振奋，患者家属更是激动
得热泪盈眶。

据神经内科三病区专家介绍，
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手术的成
功只是治疗的一部分，神经功能的恢
复才是最终的目标。而这位71岁的
老人经过手术后，不仅血管得到了有
效疏通，神经功能也迅速恢复，这无
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治疗案例。

此次成功救治，不仅彰显了市
二院神经内科三病区在脑血管疾病
救治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也体现
了医院对急危重症患者的高效救治
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同时，专家也提醒广大市民，脑
血管疾病具有发病率高、致残率高、
死亡率高的特点，因此预防工作尤为
重要。建议大家平时要加强体育锻
炼、合理膳食、定期体检等，一旦发现
身体不适要及时就医检查和治疗，以
免错过最佳治疗时机。（马富辉）

一老人脑动脉重度狭窄引起失语和瘫痪

市二院取栓放支架让患者脑血管复通

正月初五到市人民公园科普急救知识

市二院急救“大礼包”获市民点赞

本报讯 近日，当千家万户沉浸
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时，新乡市第二
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市二院）消化内
科的医护人员在护士长韩新丽、陶明
秀的带领下走进市人民公园，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急救知识宣教活
动。此次活动旨在向市民普及心肺
复苏与海姆立克急救法的知识，提高
市民紧急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活动当日，由于正值春节假期
期间，市人民公园内人头攒动，看到
市二院的专家在为大家进行科普，
市民纷纷驻足观看。市二院医护团
队面带微笑，向市民详细介绍了心
肺复苏与海姆立克急救法的基本步
骤和注意事项。

在心肺复苏演示环节，医护人
员利用人体模型，现场模拟了心肺
复苏的全过程，从判断意识、呼叫
求助、胸外按压到人工呼吸，每一
个 步 骤 都 讲 解 得 细 致 入 微（如
图）。市民认真观看，不少人还拿

出手机记录下关键步骤，以便日后
学习参考。

随后，医护人员又向市民介绍
了海姆立克急救法，这种方法主要
用于急救呼吸道异物梗阻的患者。
医护人员通过生动的演示，让现场
市民了解了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
要领。他们还邀请市民上台互动，
亲身体验急救过程，进一步加深了
大家对急救知识的理解。

此次活动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
迎和高度评价。一位市民表示，以
前总觉得急救知识离大家很远，今
天听了医护人员的讲解，才发现这
些技能关键时刻能救命。感谢市二
院的医护人员，让大家在春节期间
学到了这么实用的知识。

此次市二院消化内科医护人员
走进市人民公园宣教急救知识的活
动，不仅提升了市民的自救互救能
力，也彰显了医护人员的社会责任
感和大爱精神。 （李平 文/图）

一患者下肢动脉严重闭塞面临缺血坏死风险

市二院微创组合手术让患者转危为安
本报讯 近日，市二院神经内科

一病区成功为一名长期房颤、心衰
且下肢动脉严重闭塞的患者实施了
下肢动脉取栓+球囊扩张术，不仅
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更为其重
新“打通”了下肢的“生命线”。

这名患者长期受到房颤和心衰
的困扰，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一天凌晨，他突然感到左下肢膝关
节以下疼痛难忍，并伴有发凉的症
状。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患者家属
迅速将其送往市二院神经内科一病
区进行救治。

在神经内科一病区，医生迅速
对患者进行了全面的检查。通过精
密的CTA检查，医生发现患者的左
下肢多处动脉存在严重的闭塞情
况，包括左下肢股动脉近中段及腘
动脉闭塞，以及左侧胫腓干、腓动脉
及左侧胫前动脉、胫后动脉远端闭
塞。这意味着患者的下肢血液供应

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果不及时进
行治疗，患者的下肢可能会因缺血
而坏死，甚至面临截肢的风险。

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市二院神
经内科一病区迅速组织专家团队进行
会诊。经过深入讨论和评估，医生决
定为患者实施下肢动脉取栓+球囊扩
张术这一高难度手术。手术过程中，
医生凭借精湛的技术和严谨的态度，
成功为患者取出了下肢动脉中的血
栓，并通过球囊扩张术恢复了动脉的
通畅性。术后，患者的疼痛症状明显
缓解，下肢皮温也逐渐恢复正常。

此次手术的成功，是市二院医
疗团队精湛技术的直接体现。他们
面对复杂的病情，冷静分析、果断决
策，以高度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
为患者解除了病痛。这场手术不仅
是对市二院医疗水平的又一次检
验，更是医院急危重症救治能力的
有力证明。 （孟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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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寒假结束了，同学
们又能在校园里重逢啦！不过，随着
人员聚集，流感也将“活跃”起来。今
天就来聊聊流感防控那些事儿，让我
们健康开启新学期。

一、流感的危害不容小觑
流感是由流感病毒感染引起的

急 性 呼 吸 道 疾 病 ，与 普 通 感 冒 相
比，流感起病更急、症状更重、传染
性更强。

传播迅速：流感病毒主要通过飞
沫传播，也可通过接触被污染的手、日
常用具等间接传播。在学校、商场、交
通工具这些人员密集场所，一旦有人
感染，很容易迅速传播开来。

症状严重：感染流感后，通常会出
现高热、头痛、肌肉酸痛、乏力、咳嗽、
流涕等症状，严重的还可能引发肺炎、
心肌炎等并发症，影响身体健康，甚至
危及生命。

二、接种流感疫苗为同学们撑起
“保护伞”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段，它就像给身体穿上了
一层坚固的铠甲，能大大降低感染流
感的概率。对于学生来说，在流感高
发季，接种疫苗更是必不可少。

三、个人防护远离病毒侵扰
返校需乘高铁、汽车、地铁等公共

交通工具时，一定要佩戴口罩，佩戴时
要注意贴合面部，确保口罩的密闭
性。如果路途较长，建议每4小时要更
换口罩。

四、日常防护细节决定健康
除了接种疫苗，日常防护措施也不

能忽视。这些看似简单的小细节，却能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抵御流感病毒。

佩戴口罩，阻挡病毒入侵：在流感
高发季节，去商场、超市等人员密集的
场所时，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口罩
就像一个“盾牌”，能有效阻挡流感病
毒的飞沫传播。

勤洗手，赶走病毒：回到校园后，
个人卫生依旧不能松懈。在饭前便
后、触摸公共物品后，都要用流动的水
和肥皂（或洗手液）、含酒精的免洗洗
手液洗手。

多通风，让空气清新：教室和宿舍
是同学们待得最久的地方，保持空气
流通至关重要，同时，要保持环境清
洁，定期打扫，及时清理垃圾。

合理作息，增强免疫力：规律的作
息和健康的饮食是增强免疫力的基
础。新学期，同学们要尽量早睡早起，
保证充足睡眠；均衡饮食，保证各种营
养素摄入。课余时间，要适当参加体
育锻炼，让身体充满活力。

避免接触，减少感染机会：如果身
边有人感染了流感，要与其保持一定
的距离，减少感染的机会。如果不幸
出现了发热、咳嗽、咽痛等流感样症
状，千万别硬撑，要第一时间戴上口
罩，并向老师报告，尽快前往学校医务
室或医院就诊，同时，要配合做好健康
防护措施，避免传染给其他同学。

（新乡疾控）

返校季，送您一份流感防护指南
一、肠癌是吃出来的吗？
目前，从临床数据来看，肠癌发病

率越来越高，这与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
式有很大关系。熬夜、高脂高热饮食、
嗜好烟酒等不良习惯都会增加患肠癌
的风险。

建议大家平时要做到平衡饮食结
构。例如不能光吃肉，特别是猪肉、牛
肉、羊肉等红肉，其与肠癌的发病关联
性较大；多吃白肉，像鱼肉、鸡肉等；足
够的纤维素能够清除肠道有害物质，
建议每天都要摄取足量的新鲜蔬菜、
水果。

二、肠癌的筛查手段有哪些？
肠癌的症状不明显，潜伏期 3 年~5

年甚至10年。发现肠癌，最主要的是早
期、定期做肠镜检查。此外，影像学检
查、粪便检查等，目前都是了解肠道健
康状况的有效手段。

1.肠镜：诊断肠道疾病的“金标准”。
符合以下条件的人群，都需要做一

下肠镜检查：①40 岁以上的人群；②出
现便秘、腹泻、大便带血等肠道症状；③
有结直肠癌、腺瘤性息肉的家族史。如
果肠镜检查无任何问题，应该在 5 年以
后定期复查。

2.肠癌是很“狡猾”的，早期症状不
明显，但排便习惯改变和肠癌是息息相
关的。

如果您出现了以下改变，一定要及
时就医：①排便习惯改变，如大便次数
增加、腹泻、便秘；②大便性状改变，如
大便变细、血便、粘液便；③腹痛或腹部

不适、肛门下坠；④腹部肿块，有些肿瘤
长大后，可以在腹部摸到肿块。

三、如何预防肠癌？
1.健康饮食：保持均衡的饮食，多吃

蔬菜、水果、全谷类和富含纤维的食物，
减少高脂肪、高热量食物的摄入，要适
量减少牛肉、羊肉、猪肉等红肉的摄
入。同时，减少进食经过腌制、熏制、化
学防腐剂处理的肉制品。

2.积极锻炼：适量的运动有助于肠
道蠕动、减轻肠道负担，降低患肠癌的
风险。

3.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肠镜检查，有
助于发现并早期处理肠道病变。特别
是对于家族中有肠癌病史的人群，更应
重视并定期检查。

4.积极治疗肠道疾病：如溃疡性结
肠炎、克罗恩病等慢性炎症疾病，应积
极治疗，避免长期炎症刺激导致肠道细
胞恶变。

5.控制体重：肥胖会增加肠道负担，
提高患肠癌的风险，因此控制体重对于
预防肠癌非常重要。

6.戒烟限酒：吸烟和饮酒都会增加
患肠癌的风险，戒烟限酒有助于降低患
肠癌的概率。

（卫健）

肠癌！潜伏期超长的“健康杀手”

卫生健康科普园地卫生健康科普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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