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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 6月 2 2日讯 (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刘峰 ) 日

前，济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组织
开展了“无偿献血 无上光荣”
活动，进一步传递社会正能量，
为保障临床用血需要和安全助
力。活动持续近3小时，共有2 7
名职工参加了无偿献血，成功
献血者22名，共计献血7000毫
升。

当日，虽然天上下起了淅淅
沥沥的小雨，但没有阻挡前来献
血职工的热情，大家早早来到现
场，做好充分准备，等候献血车的
到来。上午8:30，待采血车一到，
中心血站的工作人员便积极行动

起来，指引医院职工陆续进行签
到、登记、量血压等献血前的准备
工作，期间还给大家详细介绍了
献血注意事项，并进行耐心询问、
解释，以减轻献血者心理压力。

随后，职工们陆续登上采血
车，按照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献
血。在前来献血的职工中，有中层
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预备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普通群
众。其中，医院药剂科主任甄中锋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身先士卒，率
先垂范，第一个献血，在他的带动
下，药剂科的5名工作人员陆续献
血，把献血活动推向高潮。

活动持续了近3小时，共有

27名职工参加了无偿献血，成功
献血者22名，共计献血7000毫
升。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无
私奉献精神传递着正能量，彰显
了“医者仁心”的大爱精神。另有
5名职工由于熬夜、服药等原因
不适宜当天献血，对于他们的热
情参与，亦给予了赞美和表扬。

无偿献血是无私奉献、救死
扶伤的崇高行为，献血更是爱心
奉献的体现，是对当代医务工作
者“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
献、大爱无疆”的最好诠释，为医
院文明单位创建和济宁市文明
城市创建打造了一张亮丽的名
片。

本报济宁6月22日讯
(记者 孔茜 通讯员
许文青) 近日，国家卫
健委办公厅公布了第五
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评估结果，
邹城市被确定为“第五
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是促进地方政府建
立政府主导、多部门合
作、全社会参与的慢性
病综合防控机制的重要
抓手，是贯彻落实“大卫
生、大健康”理念和措施
的重要平台。通过搭建
慢性病防控平台、强化
支持环境、发挥地方优
势特色等举措营造慢性
病防控氛围，全力推进
济宁市慢性病防控示范
区创建工作。市级专家
组多次现场调研，全面、
深入地评估邹城市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
工作开展情况，对各创
建单位在档案资料的规

范整理、特色亮点的精
心打造、疾病预防控制
等方面发现的问题进行
了现场指导，提出整改
意见。

据了解，自启动创
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以来，邹城市
强化组织领导、加大资
金投入、提高政策融入
和 队 伍 建 设“ 四 项 保
障”，突出示范引领、典
型带动、创新推动、整体
联动“四种方式”，稳步
高效推进了邹城市慢病
示范区创建工作。

今后，济宁市将把
慢性病防控示范区建设
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
抓，进一步完善“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全面发
动、统筹推进”的工作机
制，坚持系统推进，多措
并举，突出重点的原则，
不断巩固建设成果，大
力提升济宁市慢性病防
控工作水平，倾力打造
高品质健康济宁。

本报济宁6月22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启 杜岐杭)
为改善群众的健康意识，提高群
众对全科医师的认识及认同度，
汶上县刘楼卫生院通过公卫健康
查体，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全科医
疗的优质服务。

6月22日，在保证安全距离的
前提下，刘楼镇的老人们一大早
就来到卫生院，手持身份证和健
康查体报告单，在医务人员的引
导下，逐一有序进行体温测量和
健康码查验，到全科医师门诊咨
询自身健康问题。

“全科医师也就是家庭医生，
他们是健康管理服务的主要提供
者，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
急症的多面手，在门诊、住院部以
及公共卫生科均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汶上县刘楼卫生院工作人员
介绍，由于以前医疗服务能力有
限，群众对其认识度不高，全科医
师人员不足，推行起来较为困难。
但自要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以
来，刘楼卫生院作为基层卫生医
疗机构，为域内3万余常住人口提
供基础的医疗、预防与保健服务，
也加紧对全科医师的培养。目前

注册和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师全
部分散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岗位
上。

此外，刘楼卫生院通过组织
全体医护工作人员集中学习《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全科医生与群众
建立契约服务关系，签约后以入
户随访的形式，深入群众家中，
在随访的同时帮助群众建立良
好的生活习惯方式，改变不良习
惯，提高签约服务对象自我保健
能力，有效预防和控制慢性疾
病。

济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开展“无偿献血 无上光荣”活动

撸袖献血，以行动传递大爱

公卫健康查体，感受优质服务

邹城市荣获国家级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称号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王召平

刀尖上的舞者，手持“利器”捍卫生命

神经外科是外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是在外科学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
基础上，应用独特的神经外科学研究方法，研究人体神经系统以及与之相关
的附属结构，并探索新的诊断、治疗、预防技术的一门高、精、尖学科。在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动作娴熟、思维缜密及精密仪器的加持，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王召平竭力做“刀尖上的舞者”。从医25年，王召平肩负起每一个患者的生命
重托，捍卫患者的生命。

精准神经外科手术
做“生命中枢”的守卫者

16日一大早，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王召平趁着工作空余时间正
在查看患者的CT图片，分析进行下一步的治
疗方案。今年是王召平从业的第25个年头，谈
起神经外科，提及颅内手术，王召平有着说不
完的话。“刚从业时，没有CT，做手术时医生只
能依靠肉眼进行，现在我们医院实行精准神
经外科手术，能够用最小的创伤实现最大的
治疗效果。”王召平说。

从医25年，王召平对颅内肿瘤、脊髓肿瘤
手术治疗，颅脑损伤、脑出血、三叉神经痛、面
肌痉挛等手术治疗经验丰富。前段时间，一名
患者因长期耳鸣入院治疗，经诊断，患者患有
听神经瘤。5cm大的肿瘤在患者颅内，极易出
现听力改变、面瘫、走路不稳等并发症。

“听神经瘤靠近脑干，手术过程中易出现
脑干功能障碍，患者极易出现呼吸和心跳改
变，严重的可能造成死亡。”王召平说，同时患
者的听神经瘤体积比较大，肿瘤累及后组颅
神经，手术切除后容易造成后组颅神经及面
神经损伤，出现面瘫、声音嘶哑、饮水呛咳等
症状。手术复杂，对医生的业务能力考验巨
大，商讨好手术方案后，上午8点，王召平准时
进入手术室准备手术。

神经外科手术对医生的身心精力考验极
大，如何长时间保持精力集中成了最大的问
题。“在确定好手术方案后，我们从上午8点半
开始手术。如何分离肿瘤瘤壁，使其与周围重
要的神经、血管，以及小脑、脑干等组织明显
的分离是我们手术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王
召平说，开颅、显露肿瘤、肿瘤囊内分块、减压
切除、分离肿瘤瘤壁……显微镜下精密忙碌
10个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7天后，患者平安
出院。

团队人才共提升
练就“十八般武艺”

每日7点半查房、8点半开始准备手术，这
是王召平20多年的日常工作流程。“上班时间
是8点半，但8点半我们便要开始准备手术，所
以每天我们7点半便开始查房，随后准备进行
手术。”王召平说。

从业25年，王召平在工作之余紧紧抓住
每一个机会提升自己，通过一次次考察学习，
王召平的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并在济宁市率
先开展了内镜下经蝶垂体腺瘤切除术。“垂体
腺瘤是一种颅内常见的良性肿瘤，其主要治
疗手段是手术切除。虽然开颅手术可以切除
几乎所有类型的垂体腺瘤，但其损伤大，患者
术后恢复慢、并发症多。”王召平说，以最小的
创伤达到肿瘤尽可能完全的切除是神经外科
医生不懈的追求，目前经单鼻蝶入路垂体腺
瘤切除术90%以上既能全切除肿瘤，又可以最
大限度的保留垂体功能。

每一次手术前，病情讨论会是神经外科
的必备工作流程，工作人员集体商讨患者的
病情及随后的护理方案。每一次病情讨论会
对于所有医护人员来说都是一次大的提升。

“现在我们每月都会举办一次系统的理论业
务学习，但对于神经外科而言，单纯的理论学
习是不够的，一次次的病情分析，让新一代的
医生在实际操作中进行知识的学习。”王召平
介绍到，同时在手术室内，通过分批次带领年
轻医生进行观摩学习，实现技能上的提升。

“病人将做手术的权力交给你，就是将生
命交付给你，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们必须
全力以赴。”从医25年的经验，让王召平对自
己的工作有着不一样的感触。“每一位病人都
是自己的老师，医生的经验、技术都是一次次
在临床中的得到提升，对于病人，我们始终要
怀着敬畏、关爱之心。”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张慧 康岩
通讯员 乔萌 周静

王召平正查看患者CT，制定下步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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