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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在这万家灯火的背后，市
中心医院的医务工作者们仍默默扎根岗位，
始终保持拉满弓、绷紧弦的状态，昼夜不停
地奔忙于临床一线。对他们而言，“年味”是
默默的坚守、不停的忙碌和温暖的陪伴。

为生命站岗，为健康护航。他们用“舍”
与“守”换来了更多患者的平安与康复，托起
了众多家庭的团圆和幸福。这些忙碌的身
影，成为广大群众心中最动人的风景。

急诊科 日均接诊量近百人次

急诊科是医院的最前线，也是应对各种
急危重症的第一站。医护团队快频率、高强
度的工作节奏，并没有因为春节的到来而放
缓，紧张与忙碌依旧是这里的主旋律。

“患者 33岁，意识丧失，呼叫无应答。”
“患者 52岁，突发心脏骤停。”“85岁老人进
食后，发生剧烈呕吐。”一辆辆救护车呼啸而
至，一名名患者亟需救治，医护团队全力以
赴地投入到一场场“战斗”之中，接诊要快、
诊断要快、处置更要快，每一个动作都精准
而迅速，只为给患者争取更多希望。

有一名 63岁急性脑梗死患者送来时，
全身无法动弹、不能开口说话，家属们急得
直掉眼泪。医护团队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
道，争夺分秒地完善相关检查、准确评估病
情，紧急实施溶栓治疗。患者各方面情况大
为好转，家属们发自内心地感激急诊团队，
他们不仅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还拯救了一个
家庭。

这仅仅是急诊团队坚守“医”线、护佑新
春的一个缩影。别人是忙过年，他们是过年
忙，工作强度比平时还大。分诊台的登记簿

里密密麻麻写满了患者信息。急诊科主任戴
红果说：“今年春节，急诊就诊人次比平时大
幅增加，特别是危重病人增加的比例更高，
我们日均接诊病情较重的患者近百人次，大
年初一、初二更达到了接诊高峰。其中以呼
吸道疾病、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居多，也有车
祸外伤、消化道出血等患者。”

奋战在救治生命的第一线，每名医护人
员都打起十二分精神，时刻绷紧一根弦。面
对激增的患者，医生们马不停蹄地接诊问
诊、判断病情、下达医嘱，护士们一刻不停地
打针发药、监测指标、观察病情。尽管一次次
错过与家人的团聚，但在他们看来，只要能
让更多群众过好年，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重症监护室 持续处于“满床”状态

重症监护室，没有节日的欢歌笑语，只
有各种监护仪器不间断的滴答声与医护人
员匆匆的脚步声。从除夕开始，这里每日接
收的危重患者数量持续增加，病房床位始终
处于饱和状态。

除夕夜里，一名 12岁女孩突然恶心呕
吐、腹疼难忍，紧急送医后确诊为酮症酸中
毒合并急性胰腺炎。由于病情来势凶猛，女
孩进入重症监护室时，已经出现意识障碍，
多项身体指标严重异常，生命岌岌可危。医
护团队拼尽全力而战，大量补液、控制血糖、
纠正代谢紊乱等一系列抢救措施有序进行，
同时积极联系相关科室制定治疗急性胰腺
炎的具体方案。经过 5天 5夜的精心治疗与
护理，女孩顺利转入普通病房，她脸上的灿
烂笑容，就是对医护人员最好的感谢。

这样的“生命竞速”，在重症监护室随时
可能上演。即使是春节期间，医护人员也时

刻绷紧神经，不敢有丝毫松懈。1月31日（大
年初三）凌晨 2时，一名宫颈癌患者因肿瘤
压迫、侵犯输尿管导致十多天少尿至无尿，
继而引发急性肾衰竭合并急性肺水肿，生命
危在旦夕。快，一定要快！医护团队再次冲锋
上前，以最短时间完成气管插管，在予以利
尿等对症支持治疗的同时，及时实施了血滤
治疗，想方设法解除重重危机，终于从死神
手中抢回了患者的生命。

缺席“小家”，成全“大家”。尽管新春的
喜悦萦绕四周，医护人员们却没有丝毫分
心，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患者。他们大都连续
多年在岗位上度过春节，往往每天需要连续
工作12小时以上，到点了也下不了班，有时
跟家人吃顿饭都是奢望。但他们依然无怨无
悔地守在病房，用心用爱陪伴患者度过人生
中最艰难的时期。

“这里守护的不只是患者的生命，更是无
数家庭的希望。”重症医学科主任高春明说，

“对我们来说，温暖的年味体现在紧张忙碌
的守护中，体现在救治成功后的喜悦里。”

心脑血管监护室 24小时满负荷运转

春节期间，心脑血管监护室依然弥漫着
浓浓的紧张气氛。患者病情变化快、抢救频
次高，医护团队24小时满负荷运转，一刻也
没有停下匆忙的脚步。

2月 1日（大年初四），一名急性心衰患
者戴着呼吸机从外院转入，整体状态极差，
病情反复波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医护人
员寸步不离地守护在旁，密切观察患者的生
命体征，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争分夺秒、见招拆招，一次次将患者从死亡
边缘拉了回来。经过一系列规范精准的救

治，患者的生命体征逐步稳定，心衰得到纠
正，顺利脱离呼吸机，已转入普通病房进一
步观察治疗。

“春节期间，受气候、劳累、饮食、情绪波
动等多种因素影响，我们收治的脑梗、脑出
血、心梗、心衰等危重病人数量不但没有减
少，反而数量更多、病情更重。”心脑血管监
护室主任张鑫浩说，这里的床位始终处于满
员状态，好转的患者刚一转出，马上就会收
入新的患者，一场场惊心动魄的“生命之战”
接力上演，医护人员比往常更加忙碌和辛
苦。

在这里，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
么，但医护人员们愿意为每一个“未知”拼尽
全力、坚持到底。一名患者突发心包填塞，来
势急骤、变化迅速、病情凶险，虽及时接受了
外科手术，但术后仍存在重重风险。在心脑
血管监护室“满床”的情况下，医护人员极力
为患者整理空间并协调急救仪器设备，通过
密切观察、及时排除险情，确保患者平稳地
度过了危险期，守住了一个家庭的完整。

越是过年越是忙，在这里丝毫感受不到
一点节日的气氛，医护人员一如往昔地步履
不停，一次次与死神展开搏斗。他们拼尽全
力，不仅为守护病房里的患者，还为抚慰病
房外那一颗颗焦急等待的心。

在医护人员心中，守好生命最后一道防
线，为患者争取更多生的机会，是他们的职
责和使命。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与付出，
患者和家属的新年才过得更好。

2025 年 2 月 13 日，市人民医院变态
（过敏）反应科陆陆续续有患者前来就诊。
这是晋南地区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独立
设置的变态（过敏）反应科室，该科室成立
后，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持续增强综合诊治
水平和学术研究能力，为广大过敏性疾病
患者带来更专业、更规范、更精准的诊疗服
务。

该科室从无到有，离不开北京协和医
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汤蕊……

“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我来到这
里就是要为临汾的医疗事业发展作贡献，
我希望尽我所能，让大家能够‘足不出户’，
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汤蕊说。

从无到有
从“灰头土脸”到“对标一流”

2024年1月18日，汤蕊来市人民医院
正式报到，任挂职副院长。结合其在北京协
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工作的专业相关性，以
及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过敏患
者人数众多，过敏性疾病的诊治亟待解决
的临床实际需求，市人民医院院领导商议
后一致决定由汤蕊牵头，建立变态（过敏）
反应科。

“没有场地、没有器械、没有人员，一切
从头开始。”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汤蕊却
充满信心，“全院上下给了我们很大的支
持，把原体检中心的场地划分了一部分用
于建设变态（过敏）反应科，对诊室、采血
室、皮试室、肺功能室、过敏原检测实验室、
脱敏配药室、花粉监测室、变态反应科
GCP、分诊台、宣教室、医生办公室、会议
室、患者留观室等进行了详尽规划。”

规划方案经过反复商议、推敲、修改后
正式确定，方案确定后病区改造有序推进，
两个月时间里，病区完成了墙面粉刷、地面
修缮、吊顶更换等，同时完成了对诊室、办
公室、会议室、患者留观室、花粉监测室、过
敏原检测实验室、宣教室、分诊台的改造。

“小到桌椅、板凳、诊床的摆放，大到电
视、电脑、投影的设置，大家都亲力亲为，才
有了现在病区的雏形。”汤蕊介绍，“从‘灰
头土脸’到‘窗明几净’，再到‘对标一流’，我
们既然要做，就要竭尽所能做到最好。现在
病区的雏形可以说是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
应科的缩小版本，希望正式投入运营后能
给临汾人民带来更好的就医服务，让大家
能够实现就近就医、就近治疗。”

为使科室工作顺利开展，扩大影响力，
汤蕊带着科室工作人员制作介绍宣传栏，
内容包括肺功能检测、一氧化氮检测、过敏原检测及脱敏治疗、鼻腔
冲洗方法和意义、严重过敏反应临床表现及急救措施、遗传性血管性
水肿和特应性皮炎的诊治、变态反应科简介视频及医师介绍等版面、
视频及海报。

汤蕊介绍：“很多人对变态反应科并不了解，所以我们根据实际
情况做了一些前期的宣传工作，有助于患者更好地了解变态反应科
的诊治范围，接受更加规范的诊断和治疗。”

秣马厉兵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按照市人民医院变态（过敏）反应科的队伍建设需求，该科室对
计划招录人员进行严格筛选和考评，综合考评人员既往有关临床、管
理经验、轮转科室情况以及科研、工作能力，初步招收了三名医生、两
名护士、一名技术员，形成了变态（过敏）反应科的骨干中坚力量，为
变态（过敏）反应科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人员基础。

实践对医护人员的成长至关重要。
2024年3月1日至3日，汤蕊带领科里一名医生、一名护士和一

名技术员，参加北京协和医院花粉监测培训班，学习花粉监测、采集、
涂片、观测花粉的技术和方法，为开展花粉监测做好充分准备。

3月9日，派出一名医生参加临汾市肺功能培训班，认真学习并
获得肺功能准入证书，为开科后过敏性哮喘等患者的肺功能检测储
备力量。

5月19日，带领全科人员参加山西省变态反应年会，向其他医院
学习经验，并推选科室负责人加入山西省变态反应学会担任委员。

8月 5日至 9日，全科人员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学习班，
争取短时间内熟悉掌握变态反应科常见病、多发病及常用检测诊断
方法，并对罕见病有一定了解，获得过敏原调剂的资质证书，并不断
充实知识储备，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6月24日至9月24日，通过发送公函的形式，为科教科的教学、
科研及变态反应科的医生、护士、检验员争取到北京协和医院的进修
机会，并顺利完成进修计划，熟悉过敏性疾病诊治、体内体外试验、肺
功能等操作流程，进一步提升科教科教学科研的管理水平。

……
不到一年时间，一支强有力的后备军整装待发。

牵线搭桥
从指导工作到长期合作

“在变态反应科有一个常见的疾病叫花粉症，花粉过敏患者还是
很常见的。患者一般在春秋季花粉季节可能出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
结膜炎，甚至过敏性哮喘，严重时可因为哮喘急性发作，气道痉挛窒
息而危及生命，我们可以通过脱敏治疗，使患者尽可能地摆脱花粉症
的困扰。”只要一有机会，汤蕊就会向身边人科普变态反应的一些小
知识。

汤蕊有着非常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小麦依赖运动诱发
的严重过敏反应，在其他医院是罕见病，在北京协和医院反应科已经
成为常见病，具体表现为患者在进食小麦之后运动，可能会诱发严重
过敏反应，因喉水肿或过敏性休克而危及生命。

“我们曾经诊治过一例山西的患者，在明确诊断小麦依赖运动诱
发的严重过敏反应后，他对诊断结果表示怀疑，说自己是山西人，吃
了几十年面，不可能对面过敏，于是他就吃了一碗羊肉泡馍，在操场
上跑了一圈，果不其然就出现了过敏性休克，他终于相信自己是对小
麦过敏，严格避免进食小麦，之后没有再出现严重过敏反应。”汤蕊毫
不吝啬地分享自己经手的案例，“通过过敏原的检测和明确诊断，我
们切实解决了患者危及生命的过敏性休克严重问题，我希望从这个
案例里，大家能够了解到，变态反应学科的体系建设和知识普及十分
重要而且必要。”

汤蕊深知，自己在临汾工作的时间很有限，她认为博士服务团的
工作就像一根无形的接力棒，需要一茬接着一茬、一棒接着一棒，扛
起自己肩上的使命。

回望近一年的工作，汤蕊说：“时间过得太快啦，但对我来说，这
里有我看着成长的科室，有众多科研合作项目，这将是我和临汾永远
的不解之缘，我将坚持不懈用真情续写情怀。”

外卖小哥因发生交通事故，一时意识
不清、倒地不起。危急时刻，尧都区屯里镇
卫生院医护人员出诊及时、救治有力，得到
了围观群众的大力点赞。

“不好了，好像撞晕了。”“赶紧找大夫
来看看。”2月13日11时30分许，在屯里镇
政府街，一辆轿车与对向行驶的两辆电动
车相撞，其中一名穿着外卖服的电动车主
摔倒在地、疑似受伤。过往群众一边上前查
看情况，一边拨打了屯里镇卫生院的求救
电话。

事出紧急！在屯里镇卫生院院长李建
忠的安排下，3名医护人员第一时间飞奔
至事故现场，看到外卖小哥躺在地上，意识
有些模糊，还连连翻白眼。他们临危不乱、
默契协作，从随身携带的医疗箱里取出急
救设备，迅速对外卖小哥进行了一系列急
救处理，并全面排查身体是否有外伤。

“没事，不要紧！”外卖小哥很快恢复意
识，想起身继续完成送餐工作。医护人员考
虑到，虽然他当下感觉没有大碍，但内部伤
害有时并不能立即显现，便坚持让他在原地
休息片刻。同时，医护人员一直保持半蹲的
姿势，为他进行了系统检查，再一次评估意
识状态、呼吸、脉搏、血压等情况，反复确认
没有异常后才予以“放行”，并再三叮嘱外卖

小哥，一旦出现身体不适要立即就医。
暖心的话语、贴心的举动，让外卖小哥

感到心头一热。离开时，他向医护人员连连
道谢，感谢他们在关键时刻伸出援手。围观
群众也深受感动，为医护人员点了一个大
大的赞。其中一名群众说：“屯里镇卫生院
的医护团队真是‘及时雨’，他们技术高超、
认真负责，时刻把群众健康放在心上，让我
们感到很安心。”

民有所需，医有所为。像这样的暖心故
事，屯里镇卫生院每天都在上演。“不论事
情大小，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24小时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李建忠
说，卫生院不仅承担着常见病和多发病的
诊疗工作，还兼顾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预
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多项工作，是群众家门
口的“医”靠。

正因如此，人们每每遇到健康方面的
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身边医生”求助。
作为基层群众的“健康守门人”，屯里镇卫
生院的医护人员们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
里，一直默默无闻地坚守岗位，每日诊治患
者百余人次，并走街串巷向返乡过年的群
众宣传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及践行
三个“十小事”具体内容，用坚守和付出为
乡镇居民筑牢了健康防线。

“每当解决疑难杂症、成功救助病人时，
就会非常有成就感。”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
副主任医师孙振伟坦言，这是他走上学医之
路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名“80”后医师，他凭借自己的勤
奋和努力，成为我省第一批“西部之光”访问
学者并在京深造，用学到的新技术造福家乡
群众。

被问到为什么选择脊柱外科？孙振伟
如是说：“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工作，所以
选择了骨科中门槛和难度都很高的亚专业
科室——脊柱外科，并将自己的发展方向
定在了极富挑战性的脊柱侧弯矫形领域。做
医生，就是要不断挑战。”

数据显示，我国的脊柱畸形患者有一千
多万人。脊柱侧弯会严重影响患者的外观形
象，因胸腹部脏器压迫，心肺功能和胃肠功
能被限制，患者往往伴有心肺功能不全或消
化道疾病，又因心肺功能发育不良，不能长
时间从事体力劳动。同时，脊柱侧弯影响人
体神经功能，严重的脊柱侧弯患者往往肢体
不全瘫痪、大小便无力。然而，脊柱侧弯矫形
手术因风险系数高、难度系数大，一向被认
为是脊柱外科“皇冠上的明珠”，只有国内的
大医院才开展了这项技术，孙振伟想深入学
习却苦于没有条件，只能自己在网上看资料
和视频慢慢琢磨，但收效甚微。

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2021年，由
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中科院四部门联
合组织实施的“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项目首
次将山西纳入选派范围，选派省内优秀中
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到中央和国家机关有

关部委及东部地区所属研究机构、医疗卫
生机构等单位进行为期 1年的研修学习，
通过调动各方优势资源，大力培养经济社
会发展急需紧缺专门人才，促进区域人才
发展。

拥有山西医科大学骨科硕士学历和临
床一线工作经验的孙振伟从一众报名者中
脱颖而出，成为入选我省 2021 年“西部之
光”访问学者的 5名专业技术人才之一，也
是当年我市唯一“西部之光”访问学者。

“在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的大力支
持、帮助、协调下，我被选派至全国一流的骨
科学临床和研究中心——北京协和医院骨
科研修脊柱侧弯，得知这一消息后兴奋不
已。”孙振伟回忆。

市委组织部高度重视“西部之光”访问
学者培养工作，认真组织相关单位制定培养
计划，尽最大能力安排好访问学者的生活，
帮他们解除后顾之忧。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底，孙振伟来
到北京协和医院深造，并师从骨科主任、博
士研究生导师仉建国教授。仉教授在脊柱畸
形和脊柱退变性疾病的临床治疗及研究方
面有着深厚的造诣。

“我的恩师仉建国教授平时非常随和，
但在工作和教学时却十分严厉，特别严谨较
真。正是在他的严格指导和言传身教下，我
才能够取得很大的进步。”在北京协和医院
深造期间，孙振伟跟着仉建国教授出门诊、
大查房、看病历、定方案、上手术，如饥似渴
地吸收着各类知识、理念、技能。在这所国内
顶尖医疗机构，他接触到了许多平日中难得

一见的疑难杂症病例，不仅大大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见识，而且仉教授通过手把手的
指导，将他自己的经验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学生孙振伟。

“‘西部之光’访问学者项目让我有幸
在国内顶尖医院学习，得名师言传身教。这
段经历，使我的专业技术水平得到巨大提
升。”作为我省第一批“西部之光”访问学
者，孙振伟坦言从中收益颇丰。2022 年 9
月，在依依不舍地告别恩师后，他怀着满腔
热忱，迫不及待地回到市人民医院，把所学
的新知识、新理念、新技能运用到治病救人
的工作中。

孙振伟学成归来后，先后率领团队独立
开展了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退变性脊柱
侧弯、先天性脊柱侧弯等多项新技术。11岁
的洪洞县农村姑娘小静（化名）正是新技术
的受益者之一。2024年 6月，妈妈忽然发现
小静的右肩比左肩明显高出一截，走路时肩
膀高低不平，而且孩子的胸背部经常会疼
痛，症状持续加剧。小静被确诊为“脊柱胸椎
段侧弯畸形”，跑了好几家医院，却因手术难
度大都建议她们去北京的大医院看病。但小
静出生农村，家里经济条件有限，负担不起
去大城市看病的支出。

“市人民医院也能做脊柱侧弯手术了，
收费比北京便宜多了。”在病友的推荐下，去
年 7月妈妈领着小静来到市人民医院脊柱
外科寻求治疗，经过进一步检查，孙振伟发
现小静的Cobb角（脊柱侧弯角度）高达80°。
人体脊柱中含有丰富的血管和复杂的神经，
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导致患者瘫痪、甚

至死亡，手术难度极大。
“孙大夫，我们家没条件去外地看病，您

是我们唯一的希望。”面对小静妈妈的恳求，
孙振伟决定排除万难，让孩子重新挺起脊
梁。

为稳妥起见，在寻求省外专家指导后，
孙振伟和团队制定了严谨的手术方案，最终
经过 4个多小时的鏖战，成功完成了“胸椎
截骨矫形术+椎弓根钉内固定+髂骨取骨+
植骨融合内固定术”这一高难度手术。术后，
小静胸背部疼痛感大大减轻，左右肩膀恢复
平衡，身体直接“长高”了3厘米。两周后，小
静康复出院，曾经阴云密布的脸上重新绽放
出灿烂自信的笑容。

为了帮助更多像小静这样的孩子得到
及时救治，去年 10月北京海鹰基金会联合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在临汾市人民医院
开展以青少年脊柱侧弯筛查、脊柱疾病专家
义诊活动为主的“支起乡村振兴顶梁柱”医
疗公益项目，对经济困难且符合救助标准的
患者进行免费治疗、发放交通费。孙振伟作
为该公益项目在临汾的落实人和联络人，多
方奔走积极宣传推广这一公益项目，推动更
多的青少年脊柱侧弯患者实现早发现、早治
疗，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脊柱畸形截骨手术是一类非常复杂的
手术，我们团队已经可以开展三级截骨手
术，能够治疗大部分脊柱侧弯疾病。今后，我
们将继续探索，用更多的新技术填补我市在
该领域的技术空白，让更多脊柱侧弯患者在

‘家门口’就能得到有效治疗，重新把腰杆挺
起来。”孙振伟对未来充满信心。

为 生 命 站 岗 为 健 康 护 航
——市中心医院一线医务工作者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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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 志 学 医 终 不 悔 仁 心 妙 手 铸“ 脊 梁 ”
——记“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市人民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振伟

本报记者 王德政

危急时刻伸援手 真情守护暖人心
本报记者 李 静

2月16日下午，市中心医院举办“凝心聚魂跟党走 团结奋斗新征程”2025年职工文

艺展演，整场演出精彩不断、高潮迭起，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奋发向上、积极进

取的精神风貌和勇担使命、乐于奉献的职业风采。图为医护人员深情朗诵现场。

本报记者 李 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