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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通讯员
赵长林)11月18日，潍坊市中医
院心脏介入专家在微创条件
下，成功实施全省首例重度先
心病封堵治疗手术。患者陈先
生“膨胀”了一倍体积的心脏，
通过接受心脏冠状动脉窦破裂
封堵，在专家妙手之下成功恢
复正常，彻底解除了生命危险
警报。经检索，像这样严重程度
的病例在全省尚属首个。

陈先生今年不到40岁，在
寿光老家务农。今年入秋时候，
他感觉到胸闷异常，偶尔伴随
疼痛。起初以为是肌肉酸痛所
致，但随后该情况越来越明显，
陈先生时常感觉到心脏在胸腔

内砰砰跳动。今年夏天，陈先生
到潍坊市区一家医院就诊，检
查之后，连医生也着实吓了一
跳，影像显示陈先生的心脏比
正常体积足足大了1倍。经过专
家诊断，陈先生因为先天性主
动脉瓣发育异常，后天出现冠
状窦破裂，血流在心脏内部不
受约束，出现紊流增压，经过一
个漫长的过程导致心脏膨大。
据专家分析，陈先生的心脏从
小就开始悄悄膨胀，已经生长
了近四十年。

今年秋天，陈先生在朋友
陪伴下来到潍坊市中医院寻求
治疗。市中医院心脏介入科李
杰主任接诊之后，发现陈先生

的病情已经到了危险边缘，冠
状动脉窦破裂严重，周围连接
地区薄如翼膜，在血流的冲击
下，将面临破裂危险，整个心脏
因为紊乱不受约束正在继续膨
胀下去。如果不立即进行手术，
很快就会危及生命。

李杰主任决定挑战一个更
大的风险，为陈先生实施微创
介入治疗，在不开刀情况下封
堵破裂的动脉窦。这种方法可
以省去开胸带来的创伤和术后
长期服药的负担，但是需要极
为精准的操作，一丝的闪失就
会危及生命。

经过李主任和陈先生共同
交流，决定一起应对挑战。经过

周密术前准备，陈先生躺在了
手术台上，李杰主任在麻醉安
排上，又做出了一次突破，由麻
醉医师实施了“半麻”，即陈先
生在清醒状态下接受手术。李
杰主任在数字血管造影系统引
导下，仅通过皮肤表面一个不
到5毫米的小孔，在陈先生体内
实施起了手术。整台手术一个
小时完成，处在清醒状态下的
陈先生在手术床上竖起了大拇
指。

术后陈先生心脏杂音立刻
消失，第二天下床，第三天出
院，数天后心脏恢复正常大小，
陈先生从生命禁区走回了健康
之路。

中医院成功实施全省首例重度先心病封堵治疗手术

心脏膨胀一倍的患者康复了

本报讯 安丘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围
绕建设富强秀美新幸福新安丘，从改善
市民如厕入手，通过全面规划、加大投入
和统一运作加快环卫资源整合开发和公
厕改革步伐，为六城联创提供有力保障。

去年以来该市先后投资84万元，建
成汶河广场中转站、大城埠中转站和市
北区中转站等中转站公厕3座；采取市场
运作筹集资金45万元，建成高档生态环
保公厕6座；投资128 . 2万元，对车站公
厕、电机厂公厕、商业街公厕等8座城区
原有老旧水冲式公厕，按照星级配套标
准进行高标准修整重建；对城区范围内
35家企事业单位、商场、加油站和大型社
区的卫生间，在城区街路两旁设立明显
公厕标识，全部对外开放。

先后定制《安丘市公厕卫生管理标
准》和《安丘市公厕管理考核办法》等规
范性文件，将城区范围内所有公厕纳入
统一监管，落实专人管理；该环境卫生管
理处公厕管理科在骋请该卫生防疫站工
作人员定期对城区公厕进行药物防蝇防
疫基础上，组织相关人员依据公厕卫生
管理标准和考核办法，定期对城区公厕
卫生和服务进行检查考核，对考核不达
标的公厕管理人员限期整改，并视情给
予一定的经济处罚，该市公厕管理经常
化、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管理模式逐
步形成，公厕卫生环境和服务水平显著
提升。目前安丘城区范围内现有73座公
厕，除市场化运作的6座生态环保公厕
外，全部实现免费对外开放，公厕资源不
足的问题得到有效化解，该市市民如厕
环境得到有效改善。

郑新华 江军海

安丘市公厕改革

迈出新步伐
城区67座公厕免费开放

本报11月21日讯(通讯员
赵英民 刘朋)11月21日凌晨05

时20分，潍坊市公安消防支队
云门山消防中队接到报警称：
位于青州市济青高速青州东出
口西2公里处，两辆半挂车发
生追尾，后车内有2名人员被
困。接到报警后，中队迅速出
动1辆抢险车、一部水罐消防
车及12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救
援。

消防官兵到达现场时，只
见后车紧紧贴在前车尾部，驾

驶室被挤扁，发动机及传动轴

散落在地上，油箱发生泄漏，

地上满是泄漏的燃油，驾驶员

及副驾驶位置的人员被困在车

内无法逃脱。为第一时间营救

被困人员，指挥员立即下令：

一组官兵出一支水枪干线对泄

漏的燃油进行稀释，防止意外

的发生；二组官兵首先将后车

的挡风玻璃破拆，将副驾驶位

置的被困人员救出。由于激烈

的撞击，驾驶员的整个身体被

卡住，无法动弹，救援器材无

法实施救援，指挥员立即改变
营救方案，对后车的车头进行
牵拉，待车头的空间增大后，
指挥员进入驾驶室内将座椅破
拆后，发现被困驾驶员的腿部
仍旧被牢牢卡住，随后指挥员

下令再次利用撑顶器对被困驾
驶员左脚的空间进行扩张进行
营救。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紧
张营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
出。

据悉，该起事故是由于驾
驶员疲劳驾驶所致。

凌凌晨晨疲疲劳劳驾驾驶驶酿酿大大祸祸
两辆货车追尾2人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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