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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诚信二院·健康万家

■本报记者 刘彩霞 通讯员 谷东方
为牢牢把握国家创建区域医疗中心的发展

机遇，充分挖掘我市医疗行业的技术优势和辐
射带动潜力，2017年，市委、市政府集中全市
优质医疗资源，着力打造豫中南区域医疗中心。

我市目前中医拥有1个国家级重点专科，
省级重点专科2个，省级专科6个（含2个特
色专科强化建设单位）、市级重点专科7个；
西医13个省级医学重点（培育）学科，其中
包括7个省级医学重点学科、6个省级重点培
育专科，填补我市无省级医学重点学科的空
白，拥有的省级西医学重点学科数量在全省
位居第3位（郑州、新乡、漯河），重点和培
育学科的总数位居全省第5位（郑州、新乡、
濮阳、南阳、漯河）。全市现共有国家、省、
市医学（重点、特色、培育）专科80个（其

中1个国家级、21个省级，58个市级特色），
初步形成了以三级医院为龙头、二级和专科
医院为支撑、民营医院为补充的门类齐全、
功能完善的新型医疗服务体系。

加强合作。为了加快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我市鼓励支持区域医疗中心承建主体单
位眼光向外，瞄准省内、国内甚至国外的大
型医院集团和知名专家团队，在卫生管理、
人才培养、专科建设、科研教学、医疗救
治、远程诊疗领域建立起长期、稳定、全面
的合作关系。同时加快调整卫生资源结构布
局，合理配置医疗资源。

加强人才引进。加大高层次医学人才和
急需紧缺人才的引进力度。对引进和培养的
拔尖型人才和领军型人才，用宽松的工作环
境、高端的业务平台、优厚的待遇，助力高

端人才最大限度发挥才智，实现自身价值。
加大财政投入。市委、市政府每年拿出

一个亿的专项资金用于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各承建主体单位集中人力、物力、财力，重
点支持优势学科发展。

加强重点学科培育。着力打造高质量、
有特色的重点学科，聚集高端创新资源，建
立医学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突出重点疾病、
重点人群、重点区域、重点技术和重点环
节，充分发挥临床重点学科的示范作用和技
术辐射作用，促进
学科建设水平整体
提高，形成名医带
名科、以名科造名
院、以名院引名医
的良性循环。

此外，将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纳入我市
“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成立由
市长牵头、分管副市长具体负责，发展改
革、财政、编办、卫生、教育、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科技、工业和信息化等政府有关部
门参与的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建立
工作协调机制。把区域医疗中心的基本建设
项目列为市重点项目进行管理，明确工作目
标，落实工作责任，健全监督评价机制，确
保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取得实效。

集中优质资源 提高核心竞争力
——我市建设区域医疗中心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刘彩霞
近日，市卫健委组织专家按照人员资

质、规范管理、体检服务等8个方面40个具
体指标，对市区13家健康体检机构开展了健
康体检业务现场评比活动，漯河医专二附院
（市骨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 体检科以
规范的业务管理、温馨的体检环境、细致的
体检服务荣获第三名。

科室业务力量雄厚

为了给来院体检的市民营造良好的体
验，医院在门诊楼五楼建设独立的体检区
域，占地面积600多平方米。体检区域布局
合理，内科、外科、妇产科、耳鼻喉科、眼
科及口腔科、男女分诊超声检查室、心电图
室等检查一应俱全。整体室内设计采用暖色
调装潢，融入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健
康理念，同时也彰显了该院健康体检的专业
化、人性化以及现代化。

“体检主要分为影像、物理、检验三大
方面，我们医院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较高的专
业技术水平。检验科是我市唯一一家通过国
际检验机构朗道的 RIQAS 实验室间质控机

构。影像科作为漯河医专的影像教研室，承
担着影像学教学任务，连续两年带领团队在
国家医学影像专业技能大赛中斩获大奖。病
理科团队曾获河南省病理大赛个人三等
奖。”体检科主任张会军表示，依托医院资
源优势做强后盾，体检科与相关专业科室实
现了资源共享，在核磁共振 （MRI1.5 和
3.0T）、64排128层螺旋CT、数字化X线片
（DR）、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 （DSA） 等
大型诊疗化验设备的辅助下，极大地提升了
体检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定制套餐满足个性化需求

漯河医专二附院体检科团队由医技、检
验、护士等组成，涵盖主任医师、副主任医
师、主治医师、营养师、健康教育护士等，
对每份体检结果进行权威的分析评估。

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市民，体检科为不
同人群、不同年龄、不同工作、不同要求的
社会各阶层人士，提供量身定制的各类“体
检套餐”，也可根据自身需要自行选择体检
项目，充分满足个性化健康需求服务。在体
检结果出来后，医护人员将根据结果向体检

者提供有针对性的保健及健康咨询与指导，
为体检者建立电子健康档案，便于查询和跟
踪管理。对异常结果，由专家提出就诊建议
以及运动、饮食的健康方案。针对检查后患
有疾病需进一步诊治的市民，体检科将提供
专人陪同到专家诊室进行诊断。

今年7月份，63岁的市民王先生在女儿
的陪同下到医院体检。经过询问得知王先
生有5年的吸烟史，医护人员便建议其选择
带有低剂量CT的套餐检查。检查完，张会
军就接到医技科室的反馈，王先生的CT上
显示肺部有阴影，高度怀疑是肺癌。张会
军随即联系体检者家属尽快来院，通过院
内呼吸内科专家会诊确定为早期肺癌，患
者及时进行手术治疗后，目前身体情况良
好。为了感谢体检科及早发现病症，患者
和其家属把一面锦旗送到体检科医护人员
的手中。“体检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市民检
查自己的身体情况，及时告知健康状况。”
张会军说。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为了提高医护人员的服务水平，医院内

训师对职工进行人文素质培训，组织医护人
员不断学习，发扬团结、创新、敬业、奉献
的医院精神，使科室乃至整个医院朝着更具
文化内涵、更能体现人文关怀的方向发展。
医院先后获得“河南省文明单位”“河南省
卫生先进单位”“全国百姓放心示范医院”

“河南省首批健康促进示范医院”等荣誉称
号。

该院体检科除了接待团体体检和个
人体检，还承担机关、企事业单位大型
体检、招工体检、公务员体检、慢性病
鉴定等各类特种行业体检以及健康咨询
服务，为我市 40 余家体检单位和个人提
供健康服务 11000 余人次。同时，在院党
委和院委会的领导下，今年该院体检科
积极开展公益服务，开展了为春节返乡
农民工健康体检、关爱环卫工人健康体
检、教师节免费健康体检、重阳节敬老
孝亲健康体检等一系列健康体检优惠活
动；走进单位、企业、学校、社区及乡
村健康宣传教育 50 余次，发放健康宣传
资料 3000 多份。积极做好慢病管理和预
防工作，降低慢性病发生率，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欢迎。

提供专业的健康管理服务
——记漯河医专二附院（市骨科医院、市第五人民医院）体检科

近视是屈光不正的一种，表现为能看清近处的东
西，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人的眼睛由前往后看：前面眼
球上的角膜相当于照相机的镜头；中间晶体相当于照相
机的调焦系统，本身有一个调焦的功能。正常视力的眼
睛，如果物体经过眼的折射系统正好聚焦在视网膜上，
形成一个清晰的像，叫作正视眼；如果调节失准，使得
外界的物体经过折射系统折射到了视网膜前形成了一个
模糊的像，就叫作近视；如果外界的物体经过折射系统
折射到了视网膜后形成了一个模糊的像，就叫作远视。

近视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环境因素和遗传因素。
遗传因素：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较多见，常染色体显

性遗传次之，X连锁隐性遗传较少见。
环境因素：用眼环境。在光线太亮、太暗的地方看

书，都会对视力造成不利影响。如果光线太强，会引起
强烈反射，刺激眼睛，使眼睛不适；光线过弱，书面照
明不足，眼睛不能清晰地看清字体，头部就会向前，凑
近书本，以上两种情况都会导致眼睛疲劳、调节过度或
痉挛而形成近视。

睡眠不充足。睡觉时间少的孩子易患近视。在儿童
生长发育快速期，特别是7～9岁和12～14岁时，如果睡
眠时间少，会引起部分孩子发生近视。

缺乏充足的户外运动时间。研究表明，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对青少年近视眼的发生发展有比较明确的保护作
用。因此，家长一定要多带孩子到户外走走。户外活动
越多，发展成近视眼的可能性越小。对于想预防近视的
孩子，户外活动时间每天至少2～3小时。

6～18岁的青少年，身体处于发育成长的关键时期，
如果不是遗传因素的缘故，就很容易因为用眼问题引起
近视的发生，称为近视发生的易感期。

市二院提供

视形成的原因

李立，市二院眼科副主任，
毕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现任河
南省眼科医师协会会员，漯河市
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在国家级
刊物发表论文 10 余篇，获市科
技成果奖3项。

本报讯 （记者 杨 淇） 12 月 19 日，市
红十字会 2019 年“99 公益日”圆脑瘫患儿
康复梦项目漯河医专三附院评审会举行，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漯河医专三附院相关领
导、爱心师生代表和爱心人士参加此次评审
会。

据了解，为切实管好用好募集基金，漯
河医专三附院组织相关专家和部分爱心师生

代表、爱心人士加入救助基金评审组，从而
保证基金使用的规范、透明和公正。

评审会上，有关人员对在漯河医专三
附院进行康复治疗的 12 名脑瘫患儿情况进
行介绍，之后评审组成员对 12 名脑瘫患儿
救助情况进行举手表决，最终全票通过同
意进行救助。据了解，12 名脑瘫患儿每人
将得到 6000 元救助金。

市红十字会圆脑瘫患儿康复梦项目评审会举行

12名脑瘫患儿每人获救助金6000元 本报讯（记者 翟金凤） 12月17日，市中医院内三科
收治一名老年重症肺炎突发呼吸衰竭症患者。

在翻身拍背吸痰及药物应用后，患者症状仍未缓
解。病人病情危急，随时都有呼吸停止的可能，值班人
员紧急上报给科主任吴霁晖。吴霁晖在了解情况后，一
方面指导抢救病人，另一方面联系急诊科主任麻晓及护
士长袁菲。急诊科在得知具体情况后，决定紧急启用急
诊重症监护室（EICU），并做好接收病人的准备。

在做好充分的准备下，病人被安全地送至EICU。随
后急诊科副主任李强指导继续抢救病人，并亲自施行气
管插管。在双方科室的共同努力下，患者的情况好转，
病人得以暂时转危为安。

市中医院

成功抢救一名重症
肺炎突发呼吸衰竭患者

评审会成员到儿童康复科考察脑瘫患儿治疗情况。 本报记者 杨 淇 摄

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