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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办老百姓满意的公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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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晚期病人，全身多处转移。”
“腰椎、胸椎、四肢等骨多处转移，肝脏及

腹膜后淋巴结转移。”
“建议进一步明确诊断。”
“行内分泌治疗加局部放疗。”
……
7月23日下午，在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

医院(市二院)肿瘤中心，肿瘤中心主任吴德平
正通过远程网络平台，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
肿瘤学科专家在线交流，针对一例前列腺癌晚
期病例，寻求上级专家的帮助。

线上会诊、实时讨论，认真听取病情汇报，
分析病人影像资料，最终，上级专家从专业角
度详细科学地阐述了各种鉴别诊断的依据，并
给出后续检查和治疗的合理建议。

这是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市二
院)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建立医疗技术帮扶关
系后，开展的常态化合作模式。原来要辗转到
上海、北京才能开展的手术，现在不出市就能
解决；原来要到国内大型医院才能进行的诊
断，现在通过远程诊疗系统就可以进行专家会
诊；原来几十年都没机会看上的专家，现在来
到老百姓家门口……随着与上级医院学科协
作的不断深入，六安及周边群众享受到越来越
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限于经济水平，不少患者得了疑难、大病
难以到北京、上海等大医院诊断治疗。20 16

年，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和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建立医疗技术帮扶关系，双方
确定肿瘤学科作为合作学科，由北京大学第一
医院肿瘤中心吴世凯团队定期组织肿瘤学科
专家“沉下来”，来院进行门诊坐诊、医疗查房、
为住院病人制定诊疗方案、指导手术，在医疗
技术、专科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对皖西卫生
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进行精准帮扶。同

时，搭建远程会诊平台，畅通
医疗服务双向通道。通过远
程会诊平台，患者的DR、实验
室检查及心电图检查，都可
以远程得到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专家团队的实时阅片、实
时会诊、实时诊断。

专家“下沉”带来的最明
显成效，无疑就是技术和管
理理念上的革新，最大的受
益者还是老百姓。“吴主任，
要不是你们及时帮我联系了
北京的专家，也许我这以后
都得躺在病床上了，感谢你
们的坚持救治。” 日前，在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
(市二院)肿瘤中心，因为病情逐步好转，来复
查的方女士一个劲地向吴德平道谢。

方女士是一名乳腺癌患者，术后放化疗后
全身多处转移，尤其肺部转移明显。因为胸闷、
气喘、双下肢瘤栓，方女士全身疼痛，不能下
床。更没有办法远程奔波去北京、上海的大医
院就医。面对眼前这名被病痛折磨的患者，吴
德平第一时间为其联系到吴世凯教授。因为疫
情的影响，吴世凯教授团队通过远程网络平
台，认真听取病人的病情介绍，分析影像资料，
从专业角度详细科学地阐述各种鉴别诊断的
依据，并给出后续检查和治疗的合理建议。经
过两个周期的治疗，方女士的症状明显改善，
双下肢浮肿消失，胸闷好转，肺部病灶缩小，疼
痛消失，生活也可自理。

专家的“下沉”，不仅仅是患者的福音，对
于医务人员来说，也是绝佳的学习机会。专家
坐诊、门诊点评、查房教学、小讲课、业务培训、
会诊、手把手指导手术操作，在“下沉”专家的

协助下，一些医疗技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除
了开展疾病诊治以外，医疗技术帮扶更重要的
是在临床带教和集中讨论中，把年轻的骨干人
才推上舞台。“我们非常珍惜专家来医院指导
的机会，通过跟专家学习先进的治疗理念和先
进技术，对于我们有很大帮助。”吴德平表示。

引进来的同时还要更好地走出去，通过与
大医院合作，培养六安本地的优秀临床医生。
据悉，建立医疗技术帮扶关系以来，皖西卫生
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肿瘤中心先后选
派多名骨干医生去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修
学习，通过专家指导、学术交流，不断提升内
涵，提高学科竞争力，打造专科品牌。

为了满足肿瘤患者的就医需求，进一步提
升我市肿瘤诊治水平，根据《关于开展选聘高
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才到我市企事业单位
挂职需求意向调查摸底的通知》要求，皖西卫
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积极申报专业
技术人才来院挂职。经市委、市政府统一安排

部署，2019年8月开始，确定安徽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肿瘤放化疗科副主任医师马辉辉、
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吴红阳两位医学博士来院
挂职帮扶。帮扶期间，在带领医护人员进行肿
瘤规范化诊疗的同时，指导开展多项适宜技
术，填补了市内空白。该院肿瘤中心的科研项
目《免疫治疗结合白蛋白紫杉醇在食管癌中的
二线应用》还申报了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课题。

“不论是把专家‘请进来’，还是让人才‘走
出去’，关键是要达到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患
者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品牌学科建设的目的。”
吴德平表示，通过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安徽
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医疗机构的技术协
作，近年来，该院肿瘤中心一年的接诊量超过
一万人次，不论是从诊疗疾病的复杂性上，还
是从接诊病患的数量上，都提升迅速，“我们
将在做强现有学科的基础上，引进更多名医专
家，在家门口为皖西老百姓提供更专业、便捷
的诊疗服务。”

医疗专家常驻“家门口”
苏丽 本报记者 李珊珊

本报讯(李道龙 苏丽 文/图)7月19日，
持续暴雨导致裕安区罗集乡境内西汲河河水
暴涨，多个村庄被淹，目前被淹村庄灾民已被
有序转移至附近学校安置点。为预防和控制安
置点次生疫情的出现，7月20日，在院党委书
记姜风，党委副书记、院长金平部署下，院内感
染和疾病控制部、医共体办公室抽调精兵强将
组建防疫小组前往罗集乡灾民集中安置点指
导现场防疫工作。

方萍、李兵带领防疫小组先后来到松岗小
学、清凉寺小学、罗集中学、罗集小学4处灾民安
置点，在罗集乡卫生院配合下，对安置点现场布
置、灾民生活状态进行详细调研，并就灾情后公
共场所的消杀、传染病防治、饮用水管理、食堂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洗浴场所、排泄物及垃圾
处置等重点环节进行卫生及消毒指导。

7月22日，皖西卫生职业学院
附属医院应急救灾小组成员外科
副主任医师李道龙、消化内科主治
医师苏磊在医务科科长潘高勇的
带领下,来到裕安区罗集乡最大的
受灾群众安置点——— 松岗中学安
置点，随车带去40多种常用药品和
医用酒精、84消毒液、医用口罩、手
套等防控物资。医生对前来看病的
群众逐一详细询问、细致地体检和
耐心地指导。对那些腿脚不便，不
能前来就诊的群众，他们到床边为
群众看病，为他们送去药品，宣讲
疾病预防，指导用药。

同时，防疫救灾小组为每位受
灾群众建立健康信息一览表，登记

目前的状况、既往疾病、常用药物、现在所缺药
品，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医疗保障。小组还针对
传染病预防、环境消杀、洪水过后的卫生注意
事项进行宣讲等。

本报讯(邵文丽)为进一步强化基础质量，夯实医
务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技术能力，近日，皖西职业卫生
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对住院医师及低年资主治医
师进行“三基”考核，全面检测医师的理论和技术水
平。

本次考核分为理论考试和技能考试，7月10日,进
行理论考试及核心制度竞赛，考试内容涉及医疗相关
法律法规及医学专业知识；7月16—17日，对164名医师
进行技能考核，并开展竞赛活动，内容为成人基础生
命支持技术操作及穿脱防护服技能。成立技能操作考
评组，由丁少成主任担任组长。评委组的老师们认真
负责，根据最新技能操作评分标准严格评分，要求人
人参与，人人达标。并对竞赛成绩优秀的人员给予奖
励。

本报讯(鲍璇)DRG付费改革意义重大，是新医改
的重中之重，为了让医护人员更好地了解相关业务知
识，近日，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开展
了DRG业务培训。此次培训特邀DRG病案质控专家徐
倩博士授课，全院临床、医技、职能科室等200余人参
加会议。

徐倩博士为大家诠释了“DRG”与结算清单、结算
清单的填写规范、病案质控如何开展等内容，着重对
医保智能监控与审核系统的建设，在医保控费和DRG

审核监管、疾病知识图谱体系建立、DRG的病案管理、
编码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地讲解。培训结束后，还进
行现场提问环节，使医护人员对涉及培训课程内容的
一些问题得到及时解答，现场气氛融洽。

此次培训会，提高了该院工作人员对DRGs的理
解和认识，使大家明白了DRGs的可行性、先进性及重
要性，为医院推广DRGs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
DRG客观指标对临床能力进行全面评价，将有力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更加有效地控制医疗费用。医院实行
DRG后，能够重构医院激励结构，实现更好的经济效
益。

据悉，DRGs是疾病诊断相关分组的英文缩写简
称，它是以病历首页填报信息为依据，综合考虑患者
临床诊断、病症、手术、疾病严重程度、年龄、住院天
数、性别、合并症与并发症及转归等一系列客观指标，
根据疾病的复杂程度和费用消耗将相似的病例分到
同一个组，是国际通行的一种科学先进的病例组合工
具。实施DRGs是国际上医院管理的通行做法，是国家
对医院管理的明确要求，也是加强医院管理的重要手
段。

防疫专家深入灾区开展防控技术指导

以考促学 促进提升

市二院开展
DRGs专题培训

儿子：
你好！
今天，妈妈用这种古老而特殊的形式和你沟通，

是因为打电话给你，很多时候你没有时间接，妈妈就
写封信，想你在休息时会看到。
这几天金寨的洪水一次一次地被刷屏，被关注，

牵动着金寨每一个人的心！作为一个普通的妈妈，我
几乎手机不离手时时关注抗洪动态，为不能看到你
而揪心。感谢你们王林教导员在大雨中抓拍的照片
和视频，通过多家媒体让妈妈看到了你和你的小伙
伴们，看到老民警带着你奋战在暴雨中，为你们有担
当的表现感到欣慰！
知道你们在雨中执勤是不带手机的，妈妈无法

传递欣慰和牵挂。通过照片和视频，看着你浑身被雨
水淋湿；看着你们和县长一起手拉手打头阵；看着你
冒着大雨背出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小妹妹控制不
住对着手机大声呼叫你：哥哥赶快回来，危险！喊得
妈妈更担心不会游泳的你。
今晚八点，吃过晚饭你爸又出去值班了。看着一

直在下的大雨，看着楼下路边昏暗的路灯，再看看平

日温和的史河，现在混着混浊的黄泥水，发疯似地向
北流去，封闭了几天的盼桥，被无情地冲洗着，想着
你爸戴着志愿者袖章，撑伞在河边站着，我和在家里
的小妹妹，因为心里有你们而很踏实。
“现在的90后还能吃苦吗？还有担当吗？”
如果在前些时日，我的回答可能是“不知道”和

“也许”，但是，一场防汛抗灾斗争，却让你们这些90
后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和认可！
洪水滔滔，大雨滂沱。如同每一次发生自然灾害

一样，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一抹蓝色；哪里有呼救，
哪里就有冲锋在前的青年人。你们淋在雨中，泡在水
里；你们用奔跑的身影、满身的泥泞、坚毅的表情，给
出了最响亮的答案。
这几天只和你打通了一个电话，是我们吃过午

饭快12点的时候，我想这个时间点，你们应该休息一
会儿，能够接到电话了吧。
“儿子，干嘛呢？吃饭了吗？”“妈，还没有呢，不说
了，要忙了！”接着就是忙音。
儿子，你们正值青年，青年就要有青年的担当。

在这次险象环生的泄洪抢险上，你们踏洪浪，迎激

流，拼搏在最危急、最险要的抗洪前沿，用你们青春
的肩膀担起了人民的重托，用年轻的双手握住了生
命的希望。
儿子，请记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你们年轻人

的初心，就是家国情怀。昨天，你们或许还是个孩子，
还在父母身边备受呵护，今天的你们便在暴雨洪水
中用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用无私无畏的行动，张
扬着自己的青春和激情。
哲学家培根曾说：“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在对

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你们这一群青年在县委领导
下，在你们单位领导的指挥下，团结协作，走向一线，
那就必须接受千锤百炼和加钢淬火。因为灾难是弱
者的高山，却是强者的砺石。水与火，生与死、苦与乐
的考验，就是锤炼你们的信念、气概和品格，只有铸
就了你们过硬的本领，你们的奉献精神和赤子之心
才能自然流出。
成长只在一瞬间。抗洪抢险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也是考场。对于98年出生的你，参加工作还不到一
年，要向老党员老民警多多学习。妈希望你，做好这
份人生答卷，如何做新一代青年人？面对依然紧急的
汛情，奋战在抗洪一线的你们，一定会用行动回答社
会、告诉自己：我们是可以托付的一代，我们是堪当
重任的一代。
妈妈衷心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感恩、担当、有梦

想的人！你们的担当与付出，祖国看得见，金寨的人
民看得见，你的亲人看得见……
儿子，妈妈永远祝福你！代妈妈向你的伙伴们问

好，你们辛苦啦！同时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
永远爱你的妈妈
2020年7月20日

给抗洪抢险儿子的一封信
胡晓芹

雨，一直下
七月的故事开始发芽
合欢花碎了一地。红。
青石板上的光脚丫
踩出一地的心事

太湖的风
咿咿呀呀。柔软的心
皱了又皱
华丽婉转
一如这半山的低语 梧桐叶落的
孤零

枇杷醉成不语的沉默。
芭蕉叶下 蝶影双戏
不眠的渔火
摇摇欲落
惊醒了。芦苇丛中的白鹭和野鸽

采撷一把四叶草
咀嚼着干净的清甜
渗出经年的苦

这一季
风雨正美丽
可是这一季
我在 桐·半山 不看风雨
只想你

踩高跷

《踩高跷》这件雕塑摆件，是我十几年
前在比利时一个名叫“纳弥欧”(音译)的
古镇上花3500元买下的。它既不是比利
时的特产，可能也算不上大师之作，但
是，在一间并不大的雕塑家工作室看到
这件作品时，我的购买冲动是阻挡不住
的。

当时，我就是很好奇，踩高跷是中国
传统民俗活动，比利时人怎么会创作出
这样的作品？这个问题一直到了中国全
面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才从网上
了解到，踩高跷并非只有中国才有。

关于高跷的起源，学者们多认为与原
始氏族的图腾崇拜、沿海渔民的捕鱼生
活有关。《说丹朱》中认为：高跷源于原始
图腾信仰、用于宗教祭祀仪式，又从杂技
表演演变为扮演戏曲人物的舞蹈形式。
非洲扎伊尔巧克威部落宗教仪式中，也
有踩高跷的表演：一名巫师的腿上绑扎
着长木跷，徐徐走动，两手缓缓起舞。这
当“图腾崇拜说”“宗教仪式说”的又一佐
证。19世纪末，比利时从自由资本主义向
帝国主义过渡，参加瓜分非洲。至今与非
洲有着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关系，所以
比利时艺术家创作出这样的踩高跷作品
也就不奇怪了。

树化石
这是友人赠送的一块树化石。
树化石是地质学所称硅化木中的极

品，它诞生于距今2亿多年的中生代时

期，因突发的剧烈的地质变化，将树木深
埋地下，经过极为苛刻的地质条件形成，
是集木、石、玉为一体的宝石佳品，集天
地之灵气，纳日月之精华。

朋友送此物，是否寓意朋友虽然天各
一方，但彼此的友情可以像木化石一样
经久不变、弥足珍贵。

云南大理一位朋友的老家在中缅边
境的腾冲，据说那里有树化石，朋友多次
邀请去腾冲游玩，期待不远的将来能够
成行。

砖雕灯
这是在湖北麻城淘到的一盏砖雕油

灯，它极其朴拙，主人象征性地只收了一
百元钱，可在我心里它是无价的。

这盏砖雕油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油
灯下学习的情景，还让我想起在深圳弘
法寺前任住持、中国当代高僧本焕大和
尚的方丈室里看到他亲书的“心灯不灭”
四个字……这盏灯将照亮我余生的前
程。

行旅拾贝
董金合

这一季
梅姐姐

午夜梦回，又梦见了你们，还是一样的场景，我
不知疲倦地找，找楼房，找电梯，找楼层，找门牌，好
在这次终于进去了，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些话，不过
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梦到，以
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已经可以在梦里清楚
明白地知道这是做梦，足以可见，上了多少次当，才
有了记性。

日子真得像飞一样，太久没有见到，上一次见
面还是3年前，那些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友谊现在一
年都难得见上一面，那些流水荡漾的岁月越来越难
以想起，每天的日子都像在打仗，白天从不记起，只
是，每回你们都爱悄悄入梦来。

我梦到过xq穿着胶鞋在门口欢迎我，梦到过lj

在嗑瓜子收东西，梦到过 lw在和dl吵嘴抢床铺，梦
到过wr躺在床上写日记，梦到过老校区后门橘子味
的灯晕，梦到过教学楼前喷泉广场上的清白月光，
梦到过南平房顶上的缕缕春风……梦到过各种各
样的你们，太过日常的生活场景，仿佛从过去的日
子中抽取一段在梦里播放一样。做得多了，我也变
聪明了，居然在梦里就知道是梦，以我的智商属实
不容易，做过太多的梦，唯独关于你们，我能识破。

考试，我也经常做梦，但从来都是要么找不到
教室、找不到试卷、找不到笔，要么考的居然是数
学，记不得名字、忘记了交卷，反正没有一次顺利
的。已经远离考场太多年，可是那种紧张恐惧的情
绪依然记忆深刻，在梦里依然紧抓着我。

梦到过很多次姥爷，梦里他依然是记忆中的模
样，在城西湖边的老家住着，干净的小院，淡香的月
季，被我们洒得满地的鸡头果，刚出锅热气腾腾的
韭菜馍，缠着线的自制圆珠笔，我们仿若平常一样，
围坐、吃饭、聊天。挺好，你会入梦来，以这种方式，
重温往日旧时，感受祖孙情深。真好，无论是姥爷，
还是时光，都还能入梦来。

都说，梦是潜意思的存在，何谓潜意识，不过是
我们内心深藏的那份感情，你把它锁了起来，深深
地藏在心底，清醒的时候选择将其遗忘，梦中却又
将它重新拾起。《盗梦空间》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
都知道梦是假的，可是我们在梦里却相信是真的，
我们都知道现实是真的，可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不是
另一场梦境。其实，真又如何，假又如何？在风尘中
遗忘的那些清白面庞，在路途上流落的那些清澈目
光，是否还在心中？除了你，谁也不知道。梦，亦非
梦，有时候更像一架时光机器，在记忆的大海中随
风飘荡，偶尔给你送去旧时光，偶尔让你满目泪光。

我从不记起你们，却总是梦见，也许是因为，我
想你们。

梦 回
宋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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