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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脏往哪“钻”
工作艰辛她并不退缩

老鼠、蟑螂、苍蝇、蚊子、
蜱虫……人们通常是避之不
及，但在杨琳琳眼中，因为它
们所具有的研究价值而显得

“可爱”。荒坡林地、猪圈羊圈、
坑洼积水、垃圾中转站、农贸
市场、下水道……这些都是她
在日常监测工作中经常去的
地方。

“在我们科室最主要的工
作就是病媒生物监测，了解它
们的种类、密度、季节消长规
律等。”杨琳琳介绍，病媒生物
是指能直接或间接传播疾病，
危害、威胁人类健康的生物，
携带一定的病原体，通过开展
监测可以为相关的疾病防控
提供依据，为病媒生物消杀提
供指导。

有病媒生物的地方环境
一般都是脏乱差，为了做好监
测工作，必须要忍受密集的虫
卵、腐烂的老鼠、散发的臭味、
炎热的天气、遥远的路途……
有时为了捕捉到蚊虫，还需要
露出小腿去吸引，每一个环节

都是对敬业精神的考验。
野外监测也是科室经常

开展一项工作内容。“近两年，
科室开展了动物体表寄生蜱、
农村外环境以及景区游离蜱
的监测工作，在荒坡林地里监
测时是比较危险的，每次监测
都需要穿防护服、胶靴等。平
时还好，但是天气炎热时就特
别容易中暑。”杨琳琳介绍，被
蜱虫叮咬吸血时痛觉不明显，
每次监测结束都需要仔细检
查是否寄生在身上。

说起病媒生物防制，除了
监测，还需提升人们的防病意
识。比如在伊蚊布雷图指数法
监测过程中，看到农户家里有
瓶瓶罐罐等容易孳生蚊虫的
积水容器，就会指导村民及时
处 理 ，一 次 ，两 次 ，不 厌 其
烦……直到让大家都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杨琳琳他们才
会放心。

把病媒生物当宝贝
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去年年底，杨琳琳完成了
国家疾控中心的抗药性监测
进修学习。因为每位老师负责

的工作内容各有不同，为了学
好抗药性相关知识和实验操
作技能，以及更多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她总是将时间安排得
满满的，白天学习相关知识和
实验技能，积极跟老师们请
教，晚上则认真总结、复习。3
个月内，她只回家5次，甚至在
5岁女儿高烧不退的时候也没
有回来照顾。进修结束后，她
就立即着手开始病媒生物饲
养室扩建及病媒生物抗药性
监测项目的实施。

在济宁市疾控中心病媒
生物饲养室里，一笼笼的蚊子
正欢腾的飞舞着，身穿白大褂
的杨琳琳正在给蚊子们“做
饭”，还不时地观察着它们的
情况。“这是白纹伊蚊，就是老
百姓说的‘花蚊子’，不仅能叮
咬骚扰，而且能传播多种疾
病。”杨琳琳告诉记者，这种蚊

子是寨卡和登革热等传染病
的传播媒介，现在作为研究对
象，成为她和同事们朝夕相处
的宝贝。

“从事这个工作以后，不
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职业习
惯。拍蚊子都要用巧劲，要拍
死它，但是不能拍烂，还得观
察它属于哪个种类呢。在外面
吃饭、逛街时见到垃圾箱，都
会不自觉地观察是不是有蟑
螂。”杨琳琳笑着说，这种职业
病也渐渐地“传染”给了孩子，
每次女儿捉到虫子总是第一
时间拿着找她看，让她去辨
认。

“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在
使用杀虫剂的时候，为了能快
速杀灭蚊蝇等，往往擅自提高
浓度。眼前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是长此以往，蚊蝇等针对这
种杀虫剂抗药性会增强或者

在原有的基础上加速产生。要
么将使用浓度越来越高，或者
只能花大价钱寻找其它的杀
虫剂，灭虫效果并不好。”杨
琳琳介绍，通过研究某一种
类的病媒生物对常用杀虫剂
的抗药性表现，为其防制提
供技术指导。她坦言，病媒生
物和老百姓健康息息相关，
脏累就是这个工作的性质，
只有更了解这些病媒生物，才
能让病媒生物性疾病离老百
姓更远一点。

开开展展病病媒媒生生物物防防制制，，济济宁宁有有位位““女女汉汉子子””
老鼠、蟑螂、蚊子、苍蝇……别人避之不及，她却当“宝贝”

在济宁市疾控中心有这么一个人，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不管
是烈日酷暑还是寒风冰雨，哪里越脏她就往哪里去，她常年与老
鼠、蟑螂、苍蝇、蚊子、蜱虫等病媒生物打交道，她始终站在出血
热、寨卡、登革热等病媒生物性疾病防控一线，她就是济宁市疾
控中心病媒生物防制科科长杨琳琳，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一心为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唐首政
视频记者 黄健恒 孙逢辉
通 讯 员 陈曾曾

本报济宁11月22日讯(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闫凡
杰) “非常感谢咱们医院的
工作人员，我年纪大了，又不
识字，老是犯迷糊，要不是窗
口的闺女带着我跑来跑去，我
都不知道啥时候能看上病
呢！”日前，在济宁市中西医结
合医院内，60多岁的王大爷看
完病离院时感激地对窗口服
务人员说。

原来，王大爷第一次到该
院就医，因为年纪大、又不识
字，找不清门诊科室，医院收

款室的朱莉在工作之余看到
在门诊大厅转悠的王大爷，主
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忙，热
心地帮着王大爷挂号，引导去
皮肤科问诊，随后又帮着缴费
拿 药 ，直 到 王 大 爷 离 开 医
院……

其实，这只是医院工作人
员日常工作的一个剪影，在济
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服务窗
口用热情周到的优质服务改
善了患者的就医体验，拉近了
患者与医院之间心与心的距
离，已成为医院提高优质服务

的常态。
一切以患者为中心，把优

质服务送到患者身边，是该院
坚持秉承地服务理念。在日常
工作中，医院所有工作人员从
更多的点滴细节入手，为夜间
急诊的患者及家属优化就医
流程；患者丢钱包、把药品遗
落在窗口，收款室工作人员利
用一切方式尽快找到失主；到
医院就医的老年人较多，医务
工作者除了医疗技术要过硬
之外，爱心、耐心和责任心也
是必不可少的……

夜夜间间急急诊诊有有了了快快速速就就医医流流程程
济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把优质服务送到患者身边

本报济宁11月22日讯
(记者 唐首政 通讯员
韩建 ) 日前，济宁市心电
诊 断 中 心 主 办 了 鲁 西 南

“ 圣 都 杯 ”心 电 学 知 识 大
赛，来自菏泽、滕州及济宁
的16支代表队参加，金乡县
人民医院医师翟海侠、杨
春玲、孟凯在心电图室主
任杨海燕带领下参加比赛
并取得了本次大赛的三等
奖。

医 院 院 长 代 建 军 表
示，希望以本次比赛为契
机，进一步加强医院心电
学科发展与建设，向市级
医院对标学习，增强心电
图室、心内科医生心电学
知识，提高医院心电诊断
及科研水平，更好的服务
于广大患者。

目前，该院已实现心

电网络全覆盖，可由临床
科室采集，通过院内网络
传输到心电图室，由心电
图室医师出具诊断结果，
大大提高对患者的救治效
率。

同时，医院投入40余万
元建设了胸痛中心心电网
络平台，将心电网络覆盖
面扩散至全县的各镇街卫
生院、社区服务中心。通过
网络为传输桥梁，远程心
电平台做到将患者静态心
电图采集完成、自动传输、
在线分析，由金乡县人民
医院医生远程诊断。能够
及时急救，全天候为患者
提供心脏健康实时监测预
警服务，大幅提高诊断速
度和诊断质量，为患者早
期发现疾病提供第一手资
料，赢得宝贵抢救时间。并
且可将数字化的心电图通
过电脑储存、网络共享，使
患 者 的 电 子 病 历 更 加 完
整，临床医生调用更方便。

““圣圣都都杯杯””心心电电学学知知识识大大赛赛中中

金金乡乡县县人人民民医医院院捧捧回回三三等等奖奖

护理人

员为患

者剪指

甲。

杨琳琳观察蚊子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黄健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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