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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兴：

奔奔波波在在一一线线的的急急救救战战士士

急诊科的拼命三郎

五年工夫独当一面

“患者，男性，77岁，在当
地 诊 所 输 液 时 突 然 病
发……”在山东省立医院东
院区急诊科ICU病房的会诊
室里，刘东兴正和几位专家
一起探讨一位老人的病情。
他先和专家们用专业数据分
析了患者病情，又耐心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将刚才的分析
结果讲给病人家属听。这只
是他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

刘东兴从小体弱多病，
小学时患上哮喘，父母希望
他将来能学医学。1990年，他
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被山东
医科大学7年制临床医学专
业录取。“后来才知道，班上
同学的成绩都是可以考清华
北大的。”刘东兴说。

1997年，大学毕业的刘
东兴被分配至山东省立医院
急诊科，“其实我的专业方向
是消化，当年医院消化科不
缺人，我能选的是保健和急
诊，我觉得急诊科帮助病人
更直接。”刘东兴说。

“在急诊科的前五年，我
要求自己每两天上一个夜
班，刚开始是跟着别的医生
学习，后来慢慢就可以独当
一面了。”刘东兴说，从学校
到医院，需要学习的技术和
设备还有很多，当时除了吃
饭和睡觉，他基本都在急诊
科，从来没有休息日和节假
日，“不管是不是我在上班，
只要有急救，我都尽量到现
场，用现在的话说，也是‘蛮
拼的’。”刘东兴笑着说。

急诊科遇到的都是“急
活儿”——— 病人病情急、家属
情绪急，必须很快学会各种
抢救设备和抢救技术。“医生
的成长周期很长，一般独当
一面大约需要10年吧。”刘东
兴说。而他则用高强度的训
练磨砺了自己，五年时间，他
便可以应对急诊临床的各种
情况，可以紧张而不慌张地
开展各种急救。

关注年轻团队

创建青年文明号

2003年，工作出色的刘
东兴被聘任为急救中心副主
任，在完成日常急救工作的
同时，他的肩上又多了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

急诊科里年轻医生护士
居多，因为医院体制改革，当
时没有编制的聘任制护士占
到了四分之一。“因为编制的
问题，很多年轻人没有归属
感，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
的。”刘东兴注意到了这个现
象，如何让大家团结起来，凝
聚到一起干事创业成了他一
项新的研究课题。

刘东兴想到开展“青年
文明号”创建活动，通过活动
增强大家的主人翁意识，让
大家共同参与到活动中，获
得归属感。“这个创建活动不
只是一种荣誉，而是一种日
常的工作状态，大家忙碌起
来了，一心只想着工作，氛围
自然也就更好了。”

“利用大家的专业知识
和业余时间开展服务活动。”
刘东兴说，跟济南市福利医
院的患儿结对帮扶，帮助下
岗青年安排“导医”等工作岗
位等都是他们奉献青春，服
务群众的具体表现。

刘东兴说，组织活动时
尽量避免集体出动，“去的人
多，效果反而不好。”他们总
是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专业对
口的人前去帮扶，“我们更侧
重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有
针对性地开展帮扶活动。”

在日常服务中，医护人
员也从自身的工作细节做
起，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让病人感受到更贴心温
馨的服务。

急救中心如愿获评“省
直机关青年文明号单位”，青
年文明号创建有“进入淘汰
机制”，获评单位每年也需要
主管部门的复核，复核不通
过的需要整改直至摘牌，急
救中心的“青年文明号单位”
牌子自从获评后就一直挂在
那，目前，已被获评“省级青
年文明号单位”。

紧急处境沉稳应对

多次参加应急救援

2002年，刘东兴加入国
家医疗应急队，哪里有急救
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十
几年来，他参加了汶川地震
救援、枣庄煤炭矿难救援等
多次大型应急救援活动。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刘东兴
接到国家卫生部发出的“八
点半在济南机场集合”紧急
命令。那时，他还在送儿子去
幼儿园的路上。他把儿子领
到路边给妻子打了个电话，
什么东西也来不及准备，他
便直接赶赴机场。

冒着余震和塌方危险，
经过7小时山路的艰难跋涉，
刘东兴一行终于抵达地震重
灾区南坝镇。在地震现场，面
对一个个从废墟中救出的伤
员，刘东兴立刻投身到救援
中。大震过后，灾区的处境仍
是余震频发，刘东兴说：“去
之前，大家都有过对地震的
恐惧，但当时大家心里想的
只有多救活一些伤员。”

5月15日，在都江堰，一
位伤员被废墟压了两天呼吸
非常虚弱，心脏即将停止跳
动，此时只能采取插管利用
呼吸气囊协助呼吸。“在医
院，我们会先对病人采取麻
醉，但当时情况恶劣，没有麻
醉，只能硬插。”这时，没有这
方面经验的医生都不敢给患
者插呼吸机，因为一旦没掌
握好分寸，病人会立刻死亡。

当队友找到刘东兴时，

刘东兴并没有犹豫，而是熟
练地给病人插上了呼吸气
囊，整个过程用了不到十秒
钟，获得成功急救的伤员后
被转移到大医院进行治疗，
这让在场的医务人员大舒一
口气。能够在任何危险、紧急
的情况下，做到沉着冷静，凭
借成熟技术去抢救每一个病
人，也是刘东兴长期在急诊
中心磨练起来的独特技能。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提高抢救成功率

从医十七载，刘东兴致
力于心肺脑复苏、呼吸衰竭、
休克等危重病的救治，挽救
危急重症病人不计其数。作
为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每
天都有繁忙的工作，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不断有电话打
来，“我们医生必须保持24小
时开机，每一个电话都可能
与患者的病情直接相关。”

本着对生命尊重和对工
作负责的原则，在每次接手
比较严重的病例时，刘东兴
会主持召开专家会诊，病人
家属也会参与。多方面分析
后，最终确定治疗方案。为了
提高危重病抢救成功率，关
于心肺脑复苏的临床实验将
成为以后的工作重点。同时，
刘东兴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构建完整的120急救体系作
为下一步工作方向。

急救第一个环节是在
120急救指挥中心。“120急救
车将患者送到哪家医院，除
了就近原则、病人意愿等因
素，最重要考虑因素便是医
院急救能力。”刘东兴说，必
须考虑医院容量，哪家医院
有医治该患者的能力，哪家
医院有足够的床位等，但120
急救指挥中心对于各家医院
的容量并不全了解。“所以，
利用好现代信息化手段，构
建完整的120急救体系对提
升急救成功率有很大帮助。”

当然，面对网上转来转
去的“健康小常识”，刘东兴
也有自己的看法。“虽然不少
网友信以为真，但很多文章
都是很久前的医学论断，很
多是过时的错误观点。”真正
的医学专业人士很少做医学
科普。由于平时较忙，刘东兴
很少上网，也很少发表医学
科普类文章。“多给大家普及
些医学常识，教人们如何避
免和应对各种疾病等等，也
是我以后需要做的事情。”

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医治百病，再
资深的医院也避免不了医疗纠纷。但是，似
乎有刘东兴在的地方，医疗纠纷出现的次
数就会大大减少。原因很简单，他能读懂患
者以及病人家属的心。

曾有一位在医院输液的病人，在输液
快要结束时，发现输液器滴壶里竟有个漂
浮物。这位病人，既害怕又气愤。与此同时，
她的家属也已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找来
相关的工作人员要说法。但无论是相关的
医生还是护士，谁也不清楚那漂浮物究竟
是什么。

后来，刘东兴出面解决这一纠纷，他先
帮病人检查其身体有没有出现问题，确认
病人身体健康后，他又忙着给病人解释漂
浮物是什么。“因为之前确认过漂浮物就是
被泡大的海绵。然后，我又当着患者的面，
重新拿出一个输液器，将输液器一端的无
菌海绵取下一点，放到输液器滴壶里，不一
会儿它变成跟之前输液器滴壶里一样的漂
浮物。”

为了再次消除病人及其家属顾虑，刘
东兴提议将瓶中漂浮物找第三方机构进行
细菌培养，最终实证一下它到底有没有细
菌。在刘东兴的种种实证下，病人及病人家
属彻底没有了怨气。最后，刘东兴提议为补
偿病人精神损失，请他们吃个便餐。没想到
病人家属却被他们的真诚所感动婉言谢
绝。“其实，作为医生，我们能够理解病人所
担心的事儿。首先确保病人的安全，再拿出
具有公信力的东西，病人自然也就信服了。

链接

处理医疗纠纷有一手

因为工作性质关系，刘东兴称自己是
“被动工作狂”，难得有空暇时间，他反倒不
知道该做些什么。“有空的话就看看书，专
业类和人文心理方面的书平时都有涉猎。”
刘东兴说。

儿子今年上初一，虽然平时工作很忙，
但刘东兴一直要求自己，每天都尽量在孩
子面前出现一次。“我和孩子相处比较轻
松，但规则明确。”刘东兴说，每天早晨和晚
上都会和孩子有一次10分钟左右的聊天，

“没有主题，我也不会刻意引导，会利用这
段时间为孩子补充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种方式他也比较容易接受。”刘东兴说，
讲得多了，孩子就会自己串起来。

“家里的电脑密码我也会经常改，一般
都是一些歌诀的首字母，等孩子记住了电
脑密码，再拼一下字母，很自然地就背过了
这一句，这样一边做游戏一边学习，孩子也
好接受。”每年暑假，刘东兴都尽量抽时间
带孩子不同的地方转转，让孩子开阔视野。

和孩子相处有妙招

从小体弱多
病，他能切身体会
病人的痛苦和无
助 ；七 年 寒 窗 苦
读，他立志成为一
名最优秀的医生；
身处急诊一线，他
也是“蛮拼的”，五
年练就独当一面
的真本事；作为国
家应急队队员，他
也“豁得出去”，地
震、矿难现场都有
他 急 救 的 身
影……如今，他致
力于打造推动构
建更加完整的急
救体系，让急诊病
人得到更及时有
效的救治。

他是刘东兴，
山东省立医院急
救中心副主任。

本报记者
高倩倩 赵清华

2008年5月19日，刘东兴为汶川地震灾区老人诊病。（资料片）

刘东兴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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