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铁军作为山东省重症医学
创始人之一，于 1 9 9 6年主持成立
了聊城市重症医学专业。17年来，
注重学科发展，不断引进新技术、
新项目，重视人才培养、继续教育
和对外学术交流。

目前聊城市人民医院重症医
学科已发展成有 4 0张床位，医护
人员 8 0余人，服务范围涉及鲁西
及晋冀豫周边地区的二级临床学
科，被评为山东省临床重点专科
和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专业，是
山东省重症医学专业唯一的“双
重点学科”。

作为学科带头人，在山东省最
早开展了持续性血液净化、有创-

无创序贯机械通气、床旁超声检查、
床旁快速诊断和床旁支气管镜治
疗、血管内亚低温治疗等技术，较早
开展了经皮穿刺气管切开、PICCO

和人工心肺等技术。参研科技项目

15项，先后获山东医学科技奖四项，
聊城市科技进步奖七项，在医学核
心期刊发表论文40多篇，SCI论文3

篇。主编或参编医学著作5部。近五
年在全国的重症医学年会上，每年
都受邀作专题讲座。应邀参加市县
级危重病人会诊每年50多次。

多次参加重大应急卫生事件
的抢救和组织工作，例如在“7·8”
莘县氨气泄漏、“4·1”聊城爆炸事
件的抢救中，从院前的现场救护
到医院的进一步抢救和治疗，均
达到了及时、迅速的得当处理，取
得了好的成绩，使通过院前急救
转运到医院的病人未发生一例死
亡，得到了市领导的表扬。

是聊城市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医学领军人才，聊城市首批杰
出中青年医生。多次被评为院级
及 市 直 卫 生 系 统 先 进 工 作 者 ，
1 9 9 4年获聊城地区青年科技奖，
1999年2月受山东省人民政府通报
表彰，2003年被评为“聊城市十大
杰出青年”，在“防非”工作中荣立
三等功。

是全国医师定期考核编辑委
员会重症医学专业委员，中国医
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常务委
员，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
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
急诊分会危重病专家委员会委
员，华东地区危重病急救医学专
业协作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省
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副主任委
员，山东省重症监护质量控制中
心专家委员会委员，聊城市医
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主任委
员。泰山医学院硕士生导
师。

■吴铁军
聊城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吴铁军

■刘玉峰

聊城市人民医院副主任护师

作为急诊科的科护士长，她时
刻秉承“以人为本 满意服务”的服
务理念，以自己满腔的热情和精湛
的急救技术，始终工作在临床第一
线，挽救了无数急危重患者的生命。

由于急诊工作的特殊性，针对
急诊病人急、危、重的特点，在急诊
护理管理工作中，刘护士长始终以
病人的需求为工作目标，根据《急诊
科建设与管理指南》、《三级综合医
院评审标准》要求，针对工作中出现
的缺陷问题，不断完善急诊科功能，
不断优化、改进急救工作流程，实行
全程优质服务。切实做到了急病人
所急，想病人所想，保证了各种急危
重患者得到及时、有效、安全的抢救
与转运。

医院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急诊
科更是如此。急诊科的工作太没有
规律性了，往往是下班时间到了病
人还在抢救中，或者是正准备下班
重病人又来了，遇到这种情况，就没

有了下班的概念。
在急诊护理工作中，紧跟急诊

医学的发展步伐，不断加强自身的
学习与实践，率先学习急救领域的
新知识与新技术，积累了大量的急
救护理经验。从2009年开始进行急诊
专业护士培训，持续改进急救护理
工作质量，促进了护理人员抢救能
力、应急能力、观察能力等综合急救
能力的全面提升，使急诊患者分诊
率、分诊正确率及抢救成功率逐年
提高，确保了急救绿色通道的畅通，
使急诊科真正成为了“绿色生命
线”。同时她还承担了医院急救护理
小分队的培训任务，与医院各科室
配合，很出色的完成了我市发生的
多次突发事件的抢救工作。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
高政治素质。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
动，义务献血3次；下乡义诊2次；并
带领科室人员参加春蕾助学活动，
资助4名失学儿童；对聊城开发区一
名贫困母亲进行资助；对临清康庄
的一户贫困家庭进行帮扶，并多次
参加社会救灾、捐助等活动。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通过自身
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急救护理工
作经验，几年来，共发表省级以上论
文十余篇，主编及参编著作3部，主
研和参研的科研课题5项，设计完成
专利2项。在工作中得到了领导和同
志们的认可，曾多次被医院评为先
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护士长
等荣誉称号；所带领的科室也曾多
次被评为质量先进科室、优质服务
科室，急诊科在2010年获得聊城市急
救技能大赛一等奖；2011年被评为聊
城市优质护理服务示范科室；2012年
顺利通过山东省首批急诊专业护士
培训基地的评审。

刘玉峰

■李铸
聊城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2011年，李铸放弃了昆明的优厚
条件，同妻子一同回到了鲁西的聊
城市人民医院，因为他知道，聊城地
区地处晋冀鲁豫交界区域，此处的
经济条件稍差，广大的农村中肝炎
疾病普遍存在，肝硬化、肝癌患者随
处可见，他决心用自己的医术为当
地终末期肝病患者带来福音。

2012年1月，身患重病、年仅37

岁的李月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找
到了正在肝胆外科门诊接诊的李
医生，反复检查后，李医生认为患
者为乙肝肝硬化终末期，急需要
实施肝移植手术来挽救生命，但
患者家庭贫困，仅能筹借不到
十万元，对肝移植来讲，这是
远远不够的。在当前供体匮
乏的情况下，李医生建议
患者实施亲体肝移植，
由于李月峰身材魁梧，

妻子及母亲明显瘦小，单供体活体
肝移植极易带来供受体双亡的悲
惨局面，充分征求家属意见后，建
议由母亲和妻子各捐一部分肝脏，
对患者实施成人间双供体活体肝
移植手术。将上述情况向医院领导
汇报后，医院同意减免患者大部分
费用，尽全院的力量帮助患者度过
难关。2012年3月22日，山东省首例
双供体活体肝移植在李医生的主
持下在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开展，
术后供受体均在1月内康复出院。2

个月后李月峰找到一份长途运输
驾驶工作，妻子也开了一个被服加
工小店。地方及中央媒体对此进行
了多次追踪报道。

2012年8月，同样身患晚期肝
病的滕州人李瑞，慕名来到了聊城
人民医院，实施肝移植手术，获得
医院困难救助后，康复出院。两年
里，先后有全国各地的晚期肝病患
者20余人在聊城医院接受肝移植后
康复出院。每逢节日，李医生总是
在不停地回复出院患者的祝福短
信。“病人就是他的宝贝，他的时间
从来不属于我们家。”妻子总是这
样幸福地抱怨。

“他不收红包，真不收红包”，一
起工作的同事谈起他的为人和医
德，毫不犹豫地称赞。护士常说，在
工作区中经常可以看到李医生被送
红包的家属撵得团团转。逃不掉的
时候，都是他向家属求饶，“我保证
好好做手术，但我的确不收红包，不
要为难我的人生信条，时间有限，不
要给正常工作带来麻烦”，科室的办
公室经常可以看到患者赠送的锦
旗，不乏从北京、河南、河北、东北、
内蒙远道而来的患者。

李铸

■夏章勇

聊城市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在临床工作方面，夏章勇副主
任医师主要从事脑血管病和神经介
入的研究和应用。在山东省较早开
展了颅内外动脉狭窄支架置入术、
急性脑梗塞超早期动脉溶栓术、脑
血管闭塞后血管再通术、动脉瘤栓
塞术以及动静脉畸形的介入治疗等
新技术。特别是2011年完成的“颈动
脉闭塞病变介入治疗术后预后和再
狭窄机制的研究”，在国内较早进行
了颈动脉完全闭塞病变血管再通
术，并大规模应用于临床。目前和南
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北京天坛医院
合作建立了中国卒中介入注册系统
(China Interventional Stoke Reg-
istry, CISR)，作为分支课题负责
人，针对颈动脉支架置入术患者术
后认知功能进行长期随访研究，已
取得初步成效。

在教学工作方面，作为青岛大
学医学院及泰山医学院神经病学硕
士研究生导师，出色完成了大学本

科四年级教学任务和五年级实习带
教任务，目前指导在读硕士研究生2
人。5年来共完成41名本院住院医
师、27名进修医师的带教工作，并被
评为优秀带教老师，在山东省及周
边地区的脑卒中注册筛查和脑血管
病介入治疗推广工作，取得优异成
绩。

作为业务骨干参与承办了“卫
生部脑卒中防治与筛查工程继续教
育项目启动仪式”，由于在脑卒中筛
查与防治工作中的表现突出，所在
医院被评成为全国四个技术培训中
心之一，创造了一种“以当地政府及
卫生主管部门为主导，基地医院为
筛查主体，基层医院积极参与”的筛
查模式，并获得了卫生部脑防办的
充分认可。作为主要负责人已连续
成功举办六届“脑血管病的治疗新
进展”学习班，吸引了山东省聊城市
周边地市及外省2000余人参会，并
被纳入山东省神经内科继续教育项
目，为聊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脑卒中
防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积极
参与国内外学术交流，个人应邀多
次在北京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
南京国际脑血管病高峰论坛、中国
神经免疫大会等重要学术会议上讲
课，与国内外同行交流脑血管病防
治和神经介入治疗经验。个人成果
及事迹于《大众日报》、《科技信息
报》等多家省市级报纸以及丁香园、
365脑等多家网络媒体进行了报道。
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荣获2005-
2008年度“聊城市人民医院优秀中
青年医师”，2009年“聊城市优秀青
年岗位能手”，2008-2011年度“聊城
市人民医院先进科研工作者”以及

“聊城市人民医院先进个人”，2014
年被国家卫计委脑防办授予边区义
诊专家“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夏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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