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滨州医学院附属
医院参加“山东医疗专家巡
回医疗海北行”医疗队的8名
医疗队员完成在青海省海北
藏族自治州的对口支援，他
们协助当地两家医院规范了
医院管理，对当地医护人员
进行了手术等级管理、医护
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先
后开展学科联合腹腔肿物切
除术等50余台手术，多台手术
开创了海北州手术空白。

根据《山东省卫计委对口
支援青海省海北州医疗工作方
案》，经个人申报、医院审核并
报山东省卫计委批复，2 0 1 4年
1 1 月 - 1 2 月，滨医附院选派顾
振 鹏 、崔 景 晶 、葛 汝 丽 、马 振
滨 、李 贤 让 、李 锟 、赵 洪 春 、张
帆 8 名医护人员组成专家队代
表山东省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
治州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他们
分成两个专家组分别在海北州
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
进行坐诊帮扶，协助当地医院
开展较复杂的医疗手术，开展
业务培训等。

临行之前，他们根据自己
对海北州的医疗需求的认识，
准备了充足的授课材料，但是
到达之后，一些海北州的医疗
水 平 还 没 想 象 的 水 平 高 。“ 我
们又根据每个医院，每个科室
的 具 体 情 况 ，重 新 调 整 了 材
料，从最基本的知识到深层次
的 医 疗 知 识 ，让 他 们 开 阔 眼
界。”副队长崔景晶说，到达之
后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高原反映，“失眠、心慌、气喘、
过敏……但为了更多的帮助当
地居民，每个人都咬牙坚持。”

谈 到 在 海 北 州 的 具 体 工
作 ，崔 景 晶 介 绍 ，他 们 在 帮 扶
期间，协助当地两家医院加强
了医院规范化管理，对当地医
护人员进行了手术等级管理、
医护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培训。

“发现他们一些科室没起到相
应的作用，我们就协助当地医
院做模板科室规范化建设，包
括在科室的制度、职责、流程、
预案，物品的存放和药品的管
理，档案资料及工作记录的整
理和留存等。”崔景晶说，他们
去之前，医务处并没有存放档
案的柜子，走之后已有五个档
案柜。

除了在医院规范化管理方
面 ，8 名 医 疗 队 员 还 对 当 地 的
医护人员实施了医学专业理论
培 训 ，包 括 专 业 理 论 知 识 、院
前 急 救 、医 疗 纠 纷 防 范 、临 床
思维培养等相关内容，共进行
相 关 专 业 理 论 授 课 6 0 余 次 。

“ 一 些 我 们 这 里 很 成 熟 的 手
术 ，但 是 他 们 的 水 平 很 有 限 ，
一 些 先 进 的 技 术 设 备 形 同 虚
设，我们协助医院开展新技术
新业务。”队员李贤让说，他们
先后开展了学科联合腹腔肿物
切除术、粉碎性骨折切开复位
内固定术等 5 0余台手术，多台
手术开创了海北州手术空白，
成功抢救急性Ⅳ度喉梗阻、突
发晕厥休克、术后呼吸困难肺
栓塞及产时子宫破裂等危重患
者。

目前，滨医已与海北州的
两地三院远程网络课程，通过
远 程 医 学 中 心 实 现 了 知 识 共
享，协助医院完成多个疑难患
者的诊治方案。下一步还将与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签订长
期对口支援协议，通过选派专
家 对 口 支 援 、进 行 人 员 培 训 、
远程会诊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当
地医院的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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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名名队队员员，，6600个个日日夜夜，，5500多多台台手手术术
滨医附院医疗队员支援青海海北凯旋归来

顾振鹏:

回滨后主动要求提前一周上班

顾振鹏是此次援海北医疗队的
队长，作为妇产科方面的专家，他所
在的青海省海北州第二人民医院妇
产科有4名医师，30张床位，年手术量
60台，主要是剖宫产，未正式开展妇
科手术。

当地居民得知有专家前来，都赶
到医院排队就诊，第一天顾振鹏就安
排了3台手术，“这在平常根本不算什
么，但是当天由于高原反应，稍一做
运动就心慌、气喘反映特别厉害，手
术间隙，要靠到外面吸氧才坚持下
来。”顾振鹏说，就算这样，以后每天
义诊、巡诊和做培训，每天至少也要
做1台手术，“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每个人工作都不能掉链子，再苦再累
都要咬牙坚持下来。”期间做了包括
全子宫、内异症手术、学科联合手术

等20余台手术，还对妇科手术分级管
理、妇科多种疾病临床思维的培养、
妇产科医疗纠纷的防范等培训。

2014年12月28日回到滨州后，
医院通知8位医生统一2015年1月12

日上班。“科室人员有限，但是近期
每人任务都很繁重，又临近年关，一
些患者着急做手术，还没回滨州时
一些患者就打电话预约。”顾振鹏
说，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主动要求
上班了，从昨天到今天上午一共做
了4台手术。

说到自己的回滨州之后身体恢
复情况，顾振鹏说：“还是感觉很疲
乏，骨头疼，但这些我都能坚持住，
尽快为患者看好病，他们也能高高
兴兴过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崔景晶:

为抢救老人赢得黄金时机
崔景晶是作为护理管理专业的

专家前去援助海北的，入院第1天就
到临床科室实地考察，了解科室管理
现状，找出科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
不足之处，确定模板科室规范化建设
计划并制定具体实施步骤，逐渐地规
范了护士站、医师办公室、治疗室等
物品、药品的存放并做了清晰的标
识，“所做的工作不止这些，都是从细
节处着手，帮助他们将医院的管理更
加规范化。”

2014年12月27日，崔景晶从青海
省海北州二院行政楼到病房楼的路
上，遇到一位晕倒在地的老年患者，
家属一直在呼喊：“醒醒，醒醒……”
崔景晶一看，迅速给予病情评估：患

者意识丧失，呼吸表浅，脉搏微弱等，
应立即实施抢救。用担架转运患者的
过程了解到是内科1床住院患者，因

“支气管炎”收入院，今晨做心电图检
查路上突发意识不清，被崔景晶接入
病房后，连同其它支援队员，立即执
行氧气吸入、心电监护等措施，经过
半小时的抢救，患者意识清醒。

交谈过程中，崔景晶手臂上的暗
红点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原来这是她
在海北州期间因为地域不适造成的
过敏。她说，后来厉害了每天要靠药
物止痒，但都没见效果，“吃的药物有
安眠成分，倒是解决了每天失眠的毛
病。”

本报记者 王领娣

赵洪春:

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抢救病人
在海北州的60天，耳鼻喉专业

的赵洪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由于
环境原因，每天都失眠，连续感冒了
不知多少次，白天打起精神，坚持工
作。”赵洪春说，由于生活习惯的原
因，海北地区很多患者有传染病，但
是医院的医疗消毒设施跟不上。
2014年11月25日，一位急性喉梗阻
病人被安置到病床，经赵洪春医师
初步判断患者四度喉梗阻，虽然明
知海北州是传染病高发地区，但因
情况紧急，她没顾上带手套就进行
手术，手术过程中满手鲜血，“其实
这也是拿自己身体进行了一次赌
博，但是情况紧急，根本顾不了那么
多。”赵洪春说。

对于海北州的医疗技术，赵洪

春形容：“我们这边有5级，他们连1

级也达不到。”有一次在查房的过程
中，一位大学生被诊断为脊椎病住
院治疗一个多月，但一直没有好转。
赵洪春诊断之后说：“这哪是脊椎
病，是典型的耳石症。”于是将病人
转到耳鼻喉科，在海北州第一医院
耳鼻咽喉科对他进行了鼻骨复位
术，因手术器械简陋、陈旧，自行制
备复位器，为患者行鼻骨复位术，手
术非常成功。后来，赵洪春又对年轻
医师进行鼻骨复位术的手术培训。

“事后，这个大学生的父母非常
感激我们，我们临走时，他父亲从很
远的家里专门赶来送我们。”赵洪春
说。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滨医附院医疗人员为当地官兵查体。

本报通讯员 徐彬 张莹莹
本报记者 王领娣 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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