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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
么？

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市二院)

的援藏医工毛宗普带着这样三个问题来到
西藏山南市，他克服高寒缺氧、语言不通
等困难，将皖西地区成熟的医疗工程技术
和理念带给了山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
不怕吃苦，毛宗普把山南当作自己的“第
二故乡”，用心服务，援学并进，就像那
燎原的星火一样，在援藏事业中贡献自己
的光和热。

天下没有远方
“我对那一片土地充满了神往，只要

有梦想，天下没有远方。”市二院医学装
备部工程师毛宗普告诉记者，2020年6月
10日，由省委组织部下文，省卫建委牵
头，对口支援西藏山南市人民医院。此次
援藏计划在市二院需选派一名医疗设备工
程人员，他第一时间向院党委递交了申请
书，领导把如此重要的政治任务交付于
他，没有理由辜负，而如果自己远赴西
藏，家里就剩妻子一人，不仅要带两个孩
子，还要照顾老人，实在放心不下。当毛
宗普把这一消息告诉家人时，家人虽然十
分担忧，却还是非常支持他去西藏帮助更
多需要帮助的人。

从未到过高原的毛宗普第一次看到山
南的蓝天、白云、草地时，就被深深地折
服了，“西藏——— 世界的屋脊、圣洁的雪
域高原，当身心融入这片净土的时候，我
能够感受到热血在沸腾，决心为这里的百
姓奉献自己的力量。”然而当热情和新鲜
感过去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高原自然条件
带来的各种不适，头晕耳鸣、口唇和指甲
渐渐发绀，紧接着呼吸困难、迈步艰难，
排山倒海般袭来，接下来的一周毛宗普只
能卧床式地生活。其实，很多援藏医生一
到高原便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由于高
原缺氧，白天头晕，四肢乏力，晚上睡不

着，即使睡着了也特别容易醒，我们每天
晚上都要吸氧、吃药。”毛宗普告诉记
者，在西藏工作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身
体 素质要 过 关 ， 青 藏 高 原 平 均 海 拔 在
4000米左右，高寒缺氧气压低。刚踏上
西藏土地，最先感觉呼吸困难，走路喘不
过气来，晚上睡不着觉；接下来便是头
痛、厌食、恶心、呕吐，这种高原反应少
则一两个月，多则半年才能适应过来。

发扬“老西藏精神”
作为一名援藏工作者，毛宗普谨记自

己的使命，充分发扬“老西藏精神”，缺
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
更高，在工作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
强能力、锤炼作风。他不断推广适用高海
拔地区的医疗保健新设备、新技术，提高
当地百姓的健康水平，为当地医疗发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型设备是医院的核心设备，保障大
型设备开机率是设备科的首要责任，为保
证大型设备的正常使用，作为维修人员的
毛宗普和医疗工程技术人员不管节假日还
是非上班时间，只要发生故障，都会第一
时间到达现场，判断和维修。“有一次
DSA发生故障时，我判断是高压单元毁坏
需要更换，联系了厂家以后，那边告知维
修需要两名工程师，由于处于高海拔地区
工程师缺乏，不能派出。当时作为工程师
的我立即回复没事的，只要配件到达，过
来一名工程师就可以，我们这边可以配合
完成机器的维修。”在工作中，毛宗普总
是那么认真和执着。

作为一名医工，虽然未与病人打交
道，但毛宗普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为临
床一线的医护人员保驾护航，解决他们
的 后 顾之忧 ， 就是自己的职责 。 在 医
院，他主要负责医疗设备及耗材相关的
工作，由于山南市人民医院设备科成立
时间不长，为把市二院的医疗设备管理
模式带到西藏，为临床科室医疗设备保
驾护航，毛宗普带领科内工程师对临床
科室查房，在掌握各仪器使用情况的同
时，了解科室对设备使用和维护所遇到
的问题，现场共同研究探讨，对科内工
程师进行手把手教学，倾囊相授，提供
专业指导。在毛宗普的带领下，设备科
的理念也不断地发生改变，从以前的被
动维修变为主动维修，建立医疗设备的
质控管理体系，通过质控检测和预防性
维护把设备的隐患遏制在萌芽中，降低
设备的故障率，提高设备的有效率。

青春在山南闪光
援藏从来都不是轻松的事情，很多人

去了西藏就躺在那里再没能站起来。援藏
一年来，毛宗普共维修医疗设备 1 8 1台
次，其中大型设备20台次，生命、急救
支持类设备64台次，常规设备97台次，
外修12台次，自修169台次。毛宗普和队
友们不仅完成科室的临床繁重工作，还深
入山南所属县区，行程逾万里，赶赴高海
拔偏远乡村开展巡诊义诊、疾病筛查、健
康宣讲……通过义诊活动，提高了基层藏

族同胞对健康知识的了解，传送着安徽省
医疗队为藏族同胞送医送药的无私奉献。

“生活没那么难，但我们一直在拼
命。”毛宗普告诉记者，在边境义诊时，
有一次，一位19岁的小战士用皲裂暗紫的
嘴唇发出的清晰而有力声音，像洪钟一样
撞击心房，让自己热血沸腾。缺氧下每次
的高强度训练，对他们来说都像是一场场
生命的宣誓，风吹日晒中，在有力的喘息
声中徒步山顶，坚持一周七天的巡岗，只
是他们的日常。义诊给他们枯燥单调的生
活带去了一点色彩，很多战士热情地给医
务工作者讲述发生在边界保家卫国的故
事……“那时候，心里暖暖的，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中蕴含着无可估量的力量，伴我

前行。”毛宗普说道。
在那一刻，毛宗普有种使命感，国家

派大家组团来，是对自己寄予了无限厚
望。在西藏，威武的人民解放军是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他们把青春甚至生命奉献给
了这片热土。作为一名普通的医疗工程技
术人员，毛宗普常想自己能为祖国奉献什
么，自己可能一时之间改变不了藏区的医
疗现状，但是只要踏实认真干好每一天，
能为当地百姓的健康生活贡献绵薄之力就
足够了。毛宗普说：“我经常在想，援藏是
为了什么，想做什么，能留下什么？一年
的时间，不仅仅是一种任务，更是一种责
任和人生的历练，我想留下足够回味一生
的青春味道，无悔一场援藏的选择。”

总有一种情怀让人无限景仰，总有一
种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曾采访过好几位援
藏的同志，其中有医生，也有教师，每次
我都为他们的这种情怀所打动，无数次为
这种精神所感动，这种情怀叫大爱。
多年来，许多援藏医务工作者秉持敢

拼会赢的精神，将东部地区先进的医疗技
术、医学理念带到藏区，把扶贫与健康结
合起来，积极拓展援藏领域。在海拔三四
千米的高原，援藏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和生
活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们的辛苦
付出让众多被疾病困扰的家庭重燃希望。
他们是一个与生命健康相连的群体，

在高原上的救死扶伤中，播撒医者仁心，
让情怀和梦想绽放在雪域高原。在采访
中，毛宗普告诉记者，在短短一年的援藏
生活中，他脑海中经常涌现出这几个问
题：援藏是为了什么，援藏解决了什么，
援藏留下了什么，这三个“为什么”指引
着他应该如何去做。在这片大美之地，他
立志要留下痕迹，担起责任，完成义务，
诠释情怀。不止毛宗普，每一位援藏工作
者，他们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充分发扬
“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
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
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
风。
时光无言，精神有声。曾有援藏人对

笔者说过，“进藏，既是一种勇气也是一
种信念；是一种奉献但更是一种收获。”“缺氧不缺精神，艰苦
不怕吃苦”，这正是援藏医务工作者一贯的信念，他们从中汲取
敢拼会赢、干事成事的强大精神力量，扛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
任，撸起袖子加油干。对于这些援藏医务工作者来说，西藏是他
们的第二故乡，援藏的工作经历是人生中的精神之行，是根与心
的结合，是心中的信念所在，一次援藏行，一生援藏情！

无无 悔悔 的的 青青 春春 选选 择择
——— 记皖西卫生职业学院附属医院援藏医工毛宗普

本报记者 宋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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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任萱 记者 宋金婷)近日，
2021年中国脑卒中大会暨第十一届全国心
脑血管病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会议旨在分享卒中防治体系建设卒中中心
建设等脑卒中防治工作的成果和经验及最
新诊疗技术手段，六安市人民医院作为建
设成员单位参会在会上被授牌为国家高级
卒中中心。

市人民医院卒中中心自2019年5月
成立以来，在院领导的精心领导及相关
学科的紧密协作下，绿色通道持续优
化，相关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不断完
善，卒中相关适宜技术稳步开展，2020

年1 1月被国家脑防委授予高级卒中中心
(建设单位)称号。

卒中中心通过持续完善各项诊疗规
范，标准化流程以及各学科协同工作机
制，制定了不同来院途径急诊脑卒中的应
急预案和处置流程，在多学科紧密协作
下，市人民医院的卒中救治工作已实现更
快、更优。

目前，在救护车上不仅能够给患者开
通静脉输液通道、完成心电图、指测血糖
等检查，并将急诊所需血标本采集完毕，
同时把患者相关信息传到急诊部。单独脑
血管病急诊实行24小时值班制，保证第

一时间接诊病人，全程陪同患者完成CT

及CTA、CTP或MRI检查，第一时间了解患
者病情状况，并且实现在急诊部、CT室、
病房均可实现就近溶栓。

此外，医院还不断加强卒中中心信
息化建设，启用脑卒中专用电子病历，
院内卒中相关学科(影像科、检验科、超
声诊断等)与临床科室之间数据实现共
享，及时传输患者病情状况。

据了解，近几年来，市人民医院卒中
中心定期举办卒中相关省级继续教育学
习班，派人专项进修神经重症，到国家卒
中中心建设培训基地培训等，并与六安市

急救中心签署关于脑卒中患者共同救治
的协议，参与六安市卒中急救地图建设与
管理，定期召开卒中中心管理工作会议、
质控会议，举办脑卒中急救演练。

在市卫健委的直接指导下，该院对
社会群体、住院患者及陪属宣教防治知
识，推广卒中救治适宜技术，帮助区域
各级医院脑卒中规范化诊治，共同推动
全市卒中救治工作的进步。该院将加快
卒中防治体系建设，打造卒中“黄金一
小时救治圈”，让群众足不出市就可以
享受国内顶级的医疗服务，真正造福一
方百姓。

市人民医院被授牌国家级高级卒中中心
本报讯(刘为兵 记者 宋金

婷)今年以来，叶集区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民生
发展目标，推进民生工程实施，谋
民利解民忧，保障群众健康，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全年预
计投入民生工程资金16 . 25亿元，
截至8月底，16个项目已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33项民生工程整体推
进有力有序。

聚焦“幼有所育”，推进学前教
育。增加普惠托育服务有效供给，
新增托位60个；免费婚前医学检
查2694例，完成率149 . 67%；免疫
接种37226剂次，第一类疫苗适龄
儿童接种率90%以上，建卡率95%

以上；收集职业病防治监测信息
1373条，完成率284 . 26%；新建改
扩建公办幼儿园 2所；幼儿资助
529人次；幼儿教师培训18人次。

聚焦“病有所医”，守护身心健
康。实施“妇幼健康促进行动”，产
前筛查率97 . 04%，孕妇咨询随访
率99 . 86%；达到标准化建设的城
市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村卫生室
数3 6个；组织乡村医生培训 1 3 9

人、村医进修20人、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人员进修2人；完成城乡适龄
妇女“两癌”免费筛查4211人；完善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
大病保险制度，据实结算、应保尽
保；“安康码”申领量25 . 4万、累计
亮码923万次、核验464万次，区级

政务服务大厅支持“一码通办”事
项总数832个。

聚焦“老有所养”，完善社会保
障。提升养老服务和智慧养老水
平，发放高龄津贴5211人69 . 6万
元、低收入养老服务补贴3935人
550 . 7万元；提高养老服务智慧化
水平，新建平岗街道江淮果岭康养
中心1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当年缴费人数达9 . 01万人，完成率
109 . 34%，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人
员养老金发放率100%。

聚焦“弱有所扶”，提高生活水
平。加大困难人员救助暨困难职工
帮 扶 力 度 ，农 村 低 保 保 障 人数
7038人，保障特困供养对象2134

人，保障83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基本生活权益，救助生活无
着人员77人次，困难残疾人生活和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6740人，城
乡医疗资助参保18999人、直接救
助13953人次，困难职工帮扶累计
发放资金27 . 67万元；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保障学生31258人；
中职学校免学费补助506人，中职学
校国家助学金374人，普通高中免除
学杂费355人，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
871人；为567名困难精神残疾人提
供药费补助，为80名符合条件的视
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
助；办理城乡困难群体法律援助案
件214件，完成率89 . 2%。

本报讯(葛年春)“您好！
请 问 您 的 新 冠 疫 苗 接 种 了
吗？”“如已接种了疫苗，
方 便 查 看 下 您 的 健 康 码
吗？”为深化“我为群众办
实事”主题实践活动，持续
有效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切实提高疫苗接种覆
盖率，扎实构建全民免疫屏
障，自8月23日开始，裕安区
卫健委机关支部党员以志愿
者身份在鼓楼街道锥子庙社
区、平桥乡国华社区、振华
社区、韩摆渡镇王桥村等乡
街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入户排
查工作。

每到一户，志愿者们都
对年满 1 2周岁及以上居民的
疫苗接种情况进行了解，宣
传疫苗接种的好处，引导适
龄人群积极主动进行疫苗接
种，切实将疫苗接种工作落
到实处，确保广大居民“应
接尽接”。

区疾控中心党支部组织
党员干部志愿者到火车站、
小区和社区等人员密集地区

摸排新冠疫苗接种
情况，对没有接种
新冠疫苗的人员，
积极宣讲当前新冠
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和必要性，由疫苗
接种医生检查、询
问其有无新冠疫苗
接种禁忌症，对符
合新冠疫苗接种的
人员，做好信息登
记，当场完成新冠
疫苗接种。

本报讯 (李亮 记者 徐有
亭 )为扎实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近日，
霍邱一院正式开通免费配送“腹
膜透析液”上门便民服务。

随着肾病患者逐年增加，腹
膜透析液的用量越来越大，霍邱
一院本着“以病人为中心、全心
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经药
剂科和相关临床科室前期充分调
研，多方沟通，充分准备，考虑
到透析患者身体原因，路途遥
远，加之透析液质重体大，不易
搬运，且患者需要长期使用腹膜

透析液，决定通过免费配送“腹
膜透析液”上门服务解决腹透患
者取药难问题，既缓解了患者身
体负担，又减轻了患者经济负
担，为广大腹透患者带来实实在
在的便利和好处。

据悉，目前，霍邱一院正积
极开展引进低钙腹膜透析液工
作，通过优化药品结构最大程度
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同时，利用
一切资源加快腹透中心建设，切
实解决腹膜透析患者置管、换管
等问题，做到腹透患者不出县治
疗。

今年9月20日是第33个“全国爱牙日”。
宣传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副主
题是“从小养成刷牙习惯 一生乐享健康
生活”。为了便于各地更好地开展主题宣传
活动，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委托中华口
腔医学会、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及专家共同编制宣传
海报、口腔健康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为宣
传活动提供技术支持。
一、清洁口腔应从婴儿出生开始。婴儿

出生之后，即使一颗牙齿也没有萌出，家长
也应每天用软纱布为孩子擦洗口腔。半岁
左右牙齿萌出后，可以继续用这种方法擦
洗口腔和牙齿表面。当多颗牙齿萌出后，家
长可用指套刷或软毛刷为孩子每天刷牙2

次。
二、学习养成刷牙习惯。儿童2岁左右

开始学习刷牙，适合儿童的刷牙方法是“圆
弧刷牙法”：将刷毛放置在牙面上，轻压使
刷毛弯曲，在牙面上画圈，每部位反复画圈
5次以上，前牙内侧需将牙刷竖放，牙齿的
各个面均应刷到。选择大小适宜的儿童牙
刷，每两至三个月更换一次，做到一人一刷
一口杯。每天早晚刷牙，每次刷牙时间不少
于2分钟，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
三、合理饮食，保护牙齿。经常摄入过多

的含糖食品或饮用过多的碳酸饮料，会引
发龋病或产生牙齿敏感。儿童应少吃甜食，
少喝碳酸饮料。
四、为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窝沟封

闭是预防窝沟龋的最有效方法。窝沟封闭
是一种无创技术，不会引起疼痛。建议6～8

岁可以进行第一恒磨牙(六龄齿)的窝沟封
闭，11～13岁可以进行第二恒磨牙的窝沟封
闭。
五、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定期涂氟。使用

含氟牙膏刷牙是安全、有效的防龋措施，在
非高氟饮水地区的3岁以下儿童每次用量
为“米粒”大小，3～6岁儿童每次用量为“豌

豆粒”大小，并应在家长或老师的
监督指导下应用。儿童还可以每
半年到医院接受一次牙齿涂氟。
六、积极防范牙外伤。儿童参

加体育活动时，穿运动服和胶底
防滑的运动鞋，防止跌倒摔跤造
成牙外伤。乘坐交通工具时，应系
好安全带。一旦牙齿受伤，应尽快
去医院就诊。
七、尽早戒除口腔不良习惯，

及早预防牙颌畸形。吮指、吐舌、
咬唇、咬铅笔、口呼吸、夜磨牙和
偏侧咀嚼等儿童常见口腔不良习
惯，会造成牙齿排列不齐，甚至颌
骨畸形，应尽早戒除。乳牙期或乳

恒牙替换期发现牙颌畸形应及时
就医，由口腔医生检查、判断是否
需要进行早期矫治。
八、定期口腔检查，及时治疗

口腔疾病。龋病是儿童常见口腔
疾病，长期得不到治疗可造成儿
童偏侧咀嚼，双侧面部发育不对
称，还可影响恒牙的正常发育和
萌出。为及时了解儿童口腔健康
状况，早期发现口腔问题，早期治
疗，儿童每六个月应进行一次口
腔健康检查。

叶集区：

聚焦民生改善 保障群众健康

霍邱一院免费配送
“腹膜透析液”上门服务

E-mail:7845428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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