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蕊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神经内科建立于1953年，是医院重点临床科

室之一，2000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年被河南省卫生厅授予“河南省医
学临床特色专科”，主要治疗脑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脊髓疾病、周围神经疾
病、肌肉疾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神经系统疾病。神经内科建科60余年来，
成功诊治、抢救了大量重危、疑难病人。

本报讯 （记者 张延 通讯员 高
创） 6 月 29 日，记者从高新区崇文社
区了解到，为促进农业产业链延伸，建
立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融合产业
体系，关堤乡郭小庄村开展了“共享菜
园助力乡村振兴”土地认领活动。

据关堤乡郭小庄村党支部书记介
绍，“共享菜园”是一种新兴农旅体验模
式，认领菜园的市民可以自行打理菜
园。“共享菜园”占地面积约20余亩，可

以由各辖区群众认领，种植自己喜欢的
果蔬，打理菜园，享受田园生活乐趣。社
区将设置助力乡村振兴的农产品直销
点，蔬菜价格会优于市场价。

“共享菜园”还计划建设成为中小
学生农耕实践教育“打卡乐园”，组织
周边中小学的学生前来开展劳动教
育、科普教育等实践活动，让孩子们切
实感受农耕文化，学习传统农耕知识，
在种植过程培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辛苦”的感恩意识。
崇文社区党总支通过与关堤乡郭

小庄村开展“共享菜园助力乡村振兴”
土地认领活动，把生态优势、资源优
势、人气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
势。

今后，“共享菜园”将作为乡村与
社区联结的纽带，让村社之间有更多
交集，不断增强双方的生机与活力，让
乡村与社区“双向奔赴”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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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社区

本报讯 （记者 李蕊） 为加强社
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健康教育，消除影
响社区矫正改造的负面心理因素，切
实提高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效果，6月
27日，卫滨区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邀
请新乡医学院心理学院教授和学生等
一行20余人，为辖区40名社区矫正对
象开展心理知识普及和团体互动活
动。

据了解，活动当日，新乡医学院心
理学院学生首先为大家表演了精心编

排的心理剧《丢掉自卑，走向自信》，接
下来辖区 40 名社区矫正对象分成 3
组，通过“价值拍卖”“我的自画像”等
活动，在相互称赞和鼓励中，敞开心
扉，分享自己的生活感受并畅享美好
的未来。

最后，心理学院教授、学生与社
区矫正对象进行了一对一交流，有针
对性地开展心理疏导，帮助社区矫正
对象培养正确的心理认知，鼓励其勇
敢面对内心的困扰和不良的心理状

态，教会他们掌握正确的方式缓解压
力和不良情绪。

据悉，本次心理知识普及和团
体辅导活动，旨在提高社区矫正对
象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和重视，使其
学会通过自我调节拥有健康的生活
方式，同时培养社区矫正对象树立
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健康向上的
人生态度，对其更好地融入社会起
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关爱送到老人心间

本报讯（记者 陈曙光） 6月26日，
新乡市开心艺术团的 70 多名文艺志愿
者为市老年公寓管理中心的老人举办了
慰问演出，他们精彩的文艺表演，受到了
老人的热烈欢迎。

当天下午，慰问演出在温馨、热闹的
氛围中进行，志愿者用优美的舞姿和动
听的歌声，表达出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在近两个小时的演出中，志愿者
先后用舞蹈、歌曲、戏曲、情景剧、诗朗诵
等精彩节目，为老人送上了浓浓的关
爱。每个节目表演完毕，大家都报以热
烈的掌声。

演出现场，承包桃园的刘广重师傅
不顾天气炎热，专门摘了 100 多斤爱心
鲜桃，送给老人消暑。老人们吃着桃子
看着节目，高兴地说：“桃儿甜心更甜，非
常感谢志愿者对我们这些老人的关爱。”

此次慰问演出，不仅向老人送上了
浓浓的问候和祝福，同时也弘扬了中华
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共享菜园”助力乡村振兴

高新区崇文社区开展土地认领活动

今年45岁的杜爱玲是神经内二科
主任。该科已经形成了针对帕金森
病、脑血管病、癫痫、急慢性酒精中毒、
颅脑损伤、痴呆及各类脑器质性疾病
伴发的精神障碍特色科室。近年来，
神经内二科开始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有
关老年期神经心理学或多动症、抽动

症等儿童期神经心理卫生咨询和专业
核心性服务。“在一些综合医院的神经
内科，收治的绝大多数是脑血管病患
者，可我们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收治
的除脑血管病患者外，还有多种脑器
质性疾病伴发的精神障碍患者。”杜爱
玲说。

杜爱玲是医学硕士、教授、主任医
师、硕士生导师，目前担任河南省医学
会抗癫痫分会委员、河南省神经精神
康复分会委员等，是河南省研究生课
程质量提升工程项目——临床思维与
人际沟通课程主要参与人。她擅长脑
血管病、癫痫、帕金森病、痴呆、器质性
精神障碍、脑病康复等疾病的诊治，近
年来发表相关文章 50 余篇，参编国家
级“十三五规划”教材及《精神疾病案
例诊疗思路》等 4 部，主持厅级课题 3
项。此外，杜爱玲还教书育人，积极进
行科研，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多
次获得医院的优秀医师及学校的优秀
教师称号。同时，具有教授和主任医
师双职称的杜爱玲，非常热爱自己的
工作。

杜爱玲2005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
即在该科室工作，至今已经 18 年了。
作为医生，她尽心尽责做好每一天的
临床工作，对疑难病例不断探索，精益
求精，力争让患者尽快康复，回归社
会。杜爱玲清楚地记得，2018年，科室
收治了第一例自身免疫性脑炎病患，
当时这种疾病还不多见。患者因为精
神症状入住精神科，经会诊后转入神
经内科，病情不断加重，甚至出现了意
识不清、不能进食，大小便失禁、肺炎、
消化道出血等情况。鉴于当时的医疗
条件，杜爱玲一边建议家属考虑转入
上级医疗机构救治，一边根据患者病
情查阅有关资料给予先期治疗。患者
家属经过多方咨询后，决定还是留在

该科室继续接受治疗。于是，杜爱玲
一边密切关注患者病情，一边翻阅大
量资料，给予有效治疗。25天后，患者
病情逐渐稳定并有所好转，45天时，患
者康复出院。“如果说是医生救治了患
者，那么同时，患者也成就了医生。”杜
爱玲欣慰地说，这个不断探索直至收
到成效的过程让她很有成就感，因此
她也非常感谢病人的配合和家属的信
任。而她从内心深处认为，医患本是
一家，是一个治疗联盟，只有医患双方
互相信任，共同与疾病进行斗争，才能
解除病痛，恢复健康。

为患者看病是医生的职责，有些
患者为了寻求“心安”，喜欢给医生塞
个红包表示心意。遇到这种情况，杜
爱玲都会婉拒，如有婉拒不了的，她就
先“收下”红包，然后用红包给患者缴
纳住院费。不仅如此，她有时候还会

“倒贴”患者。曾经有一个患者家庭非
常困难，出院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
有。杜爱玲得知此事后，连忙拿出300
元现金送到患者手上，助其返家。对
患者富有同情心，尊重患者的尊严，真
诚地与患者及家属打交道，杜爱玲任
何时候都把患者放在第一位，救死扶
伤，不辞劳苦。

对生命常怀敬畏之心，对患者保
持关爱之情。杜爱玲说，生病不可怕，
要心存信念，把病魔看作挑战，把信念
当作武器。人们无法选择疾病，但可
以选择面对疾病的态度，越坚强、越乐
观、越积极面对，治愈的希望就越大。

以精湛之术治病 以仁爱之心救人
杜爱玲：

卫滨区

开展社区矫正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活动

杜爱玲正在工作杜爱玲正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