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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KANGYANGSHENG YIDONGSHIKONG

当医护人员走上健康科普讲台，
会是怎样一种场景？

近年来，我市将一大批医护人员
培养为“健康科普达人”。他们从诊
室、病房、手术台、实验室等走上健康
科普讲台，针对日常生活中老百姓最
关心的话题、临床上患者询问最多的
问题，用通俗易懂、妙趣横生的语言，
将医学知识和科学态度传递给群众，
有趣又有料，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实
用性。

在 10 月 12 日落下帷幕的河南省
（第二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中，我市
“健康科普达人”再一次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两名选手进入全省前 10 名，
斩获一银一铜；一名选手以全省第一
名的成绩获基层“健康科普达人”金
奖；选送的《健康许昌 献我力量》获优
秀文艺作品奖。

表现出色，赢得专家认可

10 月 12 日，河南省（第二届）健康
科普能力大赛总决赛在郑州举办，各
参赛选手围绕《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和“三减三健”生活方式等内容，展
开了激烈比拼。

来自许昌市中心医院的连思楠勇
敢“触电”，将复杂的触电后急救步骤
编成了快板。来自许昌市中心医院的
佟梦雅通过小品的形式，帮助大家识
别保健品的骗局。比赛现场，连思楠
和佟梦雅声情并茂，逻辑清晰，极富感
染力，赢得了专业评委及现场观众的
广泛认可，分别荣获河南省（第二届）
健康科普能力大赛银奖和铜奖。

本次大赛还设立了基层医生组比
赛和健康科普文艺作品奖评选。来自
禹州市神垕镇卫生院的全科医生郑晓
燕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河南省（第二
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基层“健康科普
达人”金奖，由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创
作的《健康许昌 献我力量》荣获河南
省（第二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优秀文
艺作品奖。

高度重视，免除后顾之忧

为了在河南省（第二届）健康科普
能力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市相关

部门高度重视、积极筹
备，成立了市级健康科
普能力大赛组委会，组
织开展了医院内部、县
级 和 市 级 健 康 科 普 能
力大赛，层层选拔。我
市 卫 生 健 康 系 统 人 员
积极参与、踊跃报名，
105 家医疗卫生机构的
700 余名医护人员参与
了活动。

“之所以组织这么
多场比赛，一方面是为
了 真 正 选 出 优 秀 的 选
手，另一方面是为了让
选 手 有 更 多 登 上 舞 台
锻炼的机会，消除对舞
台 的 陌 生 感 和 紧 张
感。”许昌市疾病预防
控 制 中 心 健 康 教 育 科
科长唐丽红对记者说。

通过优中选优，许
昌 市 卫 健 委 特 意 邀 请
省 级 健 康 教 育 专 家 对
参 加 全 省 比 赛 的 选 手

进行“一对一”指导，涉及科普主题选
择、科普内容确定、PPT 制作、演讲技
巧等各个方面。同时，许昌市卫健委
还邀请资深节目主持人从台风、发音、
站姿、着装等方面对选手进行指导。

除此之外，许昌市卫健委还认真
做好组织保障工作，为选手免除了后
顾之忧。在河南省（第二届）健康科普
能力大赛总决赛中，许昌市卫健委调
研员王书田、疾控科科长刘会霞，许昌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王占欣等带
领选手参加比赛，做好后勤保障，让选
手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比赛当中。

积极备战，苦练科普本领

每一份荣誉的背后，都隐藏着辛
勤的汗水和默默的付出。回忆起备战
过程，我市选手感触颇深。

连思楠采用快板的形式进行健康
科普。在此之前，她从来没有接触过
快板。刚开始练的时候，她感到压力
非常大，语言和肢体总是不协调，没有
节奏感。为了学好快板，她下了苦功
夫，工作之余只要有时间就练习，像着

了魔一样。
练习快板的同时，连思楠还不断

完善科普内容，将 PPT 制作得图文并
茂、精炼、醒目。为此，她与指导老师
反反复复琢磨，一遍又一遍修改，精细
到一个文字、一个标点符号。功夫不
负有心人。比赛中，她熟练地打着快
板讲着健康科普知识，令人耳目一新。

“从医院组织选拔赛到现在，已经
半年多了。创作的过程是一个折磨人
的过程，但自己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
收获非常大。”连思楠笑着对记者说。

许昌市第二人民医院创作的《健
康许昌 献我力量》是豫剧小品。为了
做到精益求精，他们向专业的戏曲演
员学习演唱，请专业人员编排。在不
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他们拧成一
股绳，夜以继日地排练，从来没有人叫
过苦和累。

勇于探索，提升健康素养

今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实施 15
项专项行动，“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是
15 项专项行动之首。促进全民健康，
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是前提，要让群众
普遍掌握健康知识、具备健康技能。

我市激励广大医护人员投身健康
科普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医护人员
的健康科普能力，使晦涩难懂、枯燥无
味的医学知识转化为老百姓“一看就
喜欢、一听就明白、一用就受益”的健
康知识，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助力“健
康许昌”建设。

为提升群众健康素养，我市在健
康教育、健康促进方面开展了许多探
索性的工作，在省内居于先进水平。

学校健康教育是健康教育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市率先在全省开展
学校健康教育师资培训，为全市中学
和小学培训合格的健康教育老师，并
统一配发健康教育教材。

我市积极开展健康促进医院建设
工作，鼓励医护人员在为患者治病的同
时，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为患者开具健
康处方。同时，我市还积极推进健康家
庭、健康社区、健康村镇建设工作，由小
到大，以点带面，最终促进健康城市建
设，让群众享受健康美好新生活。

我市在河南省（第二届）健康科普能力大赛中获佳绩，且看

许昌“健康科普达人”炼成记
本报记者马晓非通讯员王贵州文/图

卧床昏迷一年多，当张先生醒来开口
说话时，他 80 多岁的老母亲不禁喜极而
泣。老太太不停地对医护人员说着“谢
谢”，感谢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回想一年
多的救治过程，作为张先生的管床医生，
许昌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主治医
师霍晓峰感慨万千：“这是医学上的奇迹，
这个奇迹是由医护人员、患者及其家属共
同创造的。”

2018年6月，张先生在北京出差时突发
脑出血，在当地做完手术后一直处于昏迷
状态。医生告诉家属，张先生的性命是保
住了，但究竟能不能苏醒、什么时候苏醒并
不确定。住院 3周左右，家人将患者转入了
许昌市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

“患者入院时处于恶病质状态，深度
昏迷，气管已经切开，脑部有积水，存在肺
部感染、低蛋白血症等，情况可以说是一
团糟。”10 月 11 日，霍晓峰对记者说，“无
论如何，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
百倍的努力。”

经 过 认 真 研 究 ，霍 晓 峰 最 终 确 定 了
“以稳定脑功能为基础，积极纠正各种并
发症”的诊疗方案，严密观察患者病情，一
丝不苟地对患者进行治疗，全身心投入到
救治中去。

入院前 3 个月，虽然患者病情趋于稳
定，但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无论对于医护
人员还是患者家属，那段时间是“备受煎
熬的”。其间，患者家属产生过放弃的想
法，但霍晓峰耐心与其沟通，鼓励他们树

立信心。
皇 天 不 负

有 心 人 。 入 院
3 个月后，情况
终于有了转机：
从 使 用 吸 痰 器
到 可 以 自 主 咳
痰，从持续高热
到 体 温 趋 于 稳
定，从使用鼻饲
管 到 可 以 经 口
食 用 半 流 质 食
物 …… 这 些 可
喜 的 变 化 让 医
护 人 员 和 患 者
家属倍感欣慰，
也看到了希望。

不 久 前 的
一天早上，霍晓峰像往常一样来到张先
生的病房查房，惊奇地发现张先生的手
动了一下。霍晓峰用手轻轻掐张先生的
腿部，问他疼不疼，张先生竟然轻声说

“疼”，并用手摸了摸被掐的部位。
这是张先生自去年患病以来说的第

一句话。当时，张先生的家属激动地流
下了眼泪，霍晓峰和该科医护人员也难
以掩饰内心的喜悦，显得异常兴奋。这
一个“疼”字，让他们等了太久，他们也为
此付出了太多。目前，张先生已经可以
与人进行语言交流，也可以正常进食。

张先生的母亲感激地说：“真没有想
到我儿子还能醒过来。太感谢霍医生
了，感谢每一名医护人员。他们非常负
责任，还经常安慰我、鼓励我。要是没有
他们，真不敢想象会是啥结果。”

“每一次抢救的成功，都是整个医护
团队团结协作的结果。努力未必有收
获，但不努力一定没有收获。面对生命，
我们绝不会轻言放弃。”霍晓峰坚定地对
记者说。

医生不抛弃不放弃
患者昏迷一年多苏醒

本报记者马晓非文/图

我市选手在总决赛中展风采

霍晓峰用爱心与耐心为患者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