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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刁建华（上午） 内分泌科主任
尹振东（上午） 血液风湿免疫科主任
王德民（上午）脊柱脊髓外科主任医师
马宇杰（上午） 泌尿外科主任
孙广兴 泌尿外科专家
孙 毅（上午） 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
陈淑霞 妇科主任
尤书德（上午） 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
郭明拴（上午） 心内科一病区主任

程国平（上午） 心内科二病区主任
段淑芬（上午） 消化内镜中心主任
高春耕（下午） 消化内科主任
贾长文 中医科主任医师
孙绍武（上午） 全科医学科主任
孙琦巍（上午） 皮肤科主任

周二
陈绍宇 副院长、心内科专家
王坤铎（上午） 副院长、感染科专家
孙广兴 泌尿外科专家

孙 毅（上午） 乳腺甲状腺外科主任
曹银生 耳鼻喉头颈外科主任
齐连生 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
靳永欣 胸心外科主任
李景钊 呼吸危重症科一病区主任
侯 森（上午） 肝胆胰外科主任
孙绍武 全科医学科主任
张现军 口腔颌面外科主任
孙琦巍 皮肤科主任

周三
尹振东 血液风湿免疫科主任
王德民 脊柱脊髓外科主任医师
张建军（上午） 骨科主任
马宇杰 泌尿外科主任
张世昌 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巩 军（上午） 产科主任
翟鲁辉 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
程国平 心内科二病区主任
高春耕 消化内科主任

段天林 呼吸危重症科二病区主任
菅书明 胃肠外科小儿外科主任
赵宏亮（上午） 肿瘤科主任
贾长文 中医科主任医师
孙琦巍 皮肤科主任

周四
王黎亚 肾内科主任
崔巧梅 儿科一病区主任
侯 森（上午） 肝胆胰外科主任
孙琦巍 皮肤科主任

周五
刁建华（上午） 内分泌科主任
王银山（上午） 老年医学科主任
孙琦巍 皮肤科主任

周六
翟鲁辉（上午） 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
齐连生（上午） 神经内科三病区主任
孙琦巍 皮肤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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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中心医院 协办

□本报记者 马晓非 文/图

有这样一个地方，离死亡很近，
离 重 生 也 很 近 ， 一 门 内 外 ， 生 死 之
间 。 这 个 地 方 就 是 被 称 为 “ 生 命 之
门”的重症医学科。

陈建，许昌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 主 任 ， 每 天 的 工 作 就 是 与 死 神 较
量。自从从事重症医学专业以来，他
几乎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日夜坚守、
拼尽全力，只为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
防线，为危重患者点燃生命的希望。

“ 只 要 是 到 我 们 这 里 就 诊 的 患
者 ， 没 有 一 个 不 是 病 情 又 急 又 重
的。”陈建表情凝重地对记者说，“患
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哪怕只有一线
希望，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这是一
名医者的本分。”

全力以赴，心中只有患者

心、脑、肺、肝、肾等器官功能
损害或衰竭的患者，需要心肺复苏的
患 者 ， 各 种 休 克 、 败 血 症 及 中 毒 患
者，脏器移植前后需要监护和加强治
疗的患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建面对的都是这样的危重患者。

进入重症医学科的患者都非常脆
弱 ， 犹 如 在 生 死 线 上 行 走 。 一 次 用
药、一次气管插管、一次拔管等都关
系到患者的生死存亡。这无疑给重症
医学科医生增加了很大压力。

“作为一名重症医学科医生，内
心一定要足够强大，要顶得住压力，
能够迎难而上。”陈建对记者说，“任
何时候，都要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全
力以赴救治每一名患者。”

病情就是命令。在陈建看来，患
者的需要犹如战斗的号角。无论是在
深夜甜美的睡梦中，还是在与亲朋好
友团聚的欢快时光，只要患者需要，
陈建就会义无反顾地奔向重症医学科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迅速投入急危
重症患者的抢救当中。

为了挽救患者，他曾经连续几天
吃住在病房，坚守在临床一线；为了
挽救患者，他曾经多次临危受命，毫
无怨言地冲锋在前；为了挽救患者，
他曾经一次又一次舍小家为大家。这
样的事情，陈建经历了很多次，未来
仍将经历。

每天，陈建想得最多的事情就是
如何把人救活。他的脑子里装着科室
里的每一名患者，患者得了什么病、
入院多长时间了、最新的治疗方案应
该怎么制订……他都了如指掌。在他
的带领下，许昌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
科从死神手中夺回了无数生命。

“想尽一切办法却没能把患者救
活的时候，我也会发自内心地感到沮
丧。”陈建的语速突然变得很慢，显
得有些沉重。不过，困难与挫折并没
有将他打败，反而让他的斗志更加昂
扬、意志更加坚定。

精研医术，捍卫生命尊严

在重症医学科这样一个没有硝烟
的战场，时时刻刻与死神抢夺生命，
底气与坚定来自对生命的敬畏和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升。

作 为 医 护 队 伍 中 的 “ 特 种 兵 ”，
重症医学科医护人员需要掌握多种救
治 技 术 ， 而 且 既 要 有 广 度 又 要 有 深

度。陈建熟练掌握了气管插管术、心
肺复苏术、深静脉穿刺术、呼吸机治
疗技术、床旁血液净化术、血流动力
学 监 测 、 亚 低 温 治 疗 技 术 等 抢 救 技
术，为重症患者的抢救提供了保证。

在陈建看来，技术水平的提升包
括 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能够处理
各种临床问题，第二个阶段是成为某
一区域内有一定话语权的专家，第三
个阶段是用哲学思辨的眼光去对待疾
病。”陈建对记者说。

为此，陈建付出了很多。他从来
没有停止过学习，经常外出参加学术
活动。每参加一次学术活动，陈建都
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把所有时间
用在学习上。他要求自己不能仅仅把
知识记在脑子里，更要勤于思考，将
知识应用到临床工作当中，做到融会
贯通。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长时
间 的 学 习 和 积 累 ， 陈 建 对 疾 病 已 能

“一眼见底”。经过沟通与诊断，他可
以迅速从复杂的病情中理出头绪，准
确判断患者所患疾病的本质是什么、
将来可能会出现什么状况、如何避免
病情恶化等。

“当然，我们不能唯技术论，不
能单纯从生物学的角度考虑疾病，应
该 从 生 物 学 、 社 会 学 、 心 理 学 的 角
度，为患者制订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这就是哲学思辨的眼光。”陈建说。
为患者治病，要考虑治疗时机，考虑
患者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力争使治疗
效果最大化。

精研医术，最终还是为了服务患
者。陈建认为，良好的医德就是全心
全意为患者服务，一切从患者角度出
发，该做的一定要做，不该做的坚决
不做，坚持对患者进行合适的治疗。

科学管理，筑牢生命防线

重症医学科是危重患者能否生存
的最后一道防线。陈建深知，要提高
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不仅需要医
护人员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过硬的专
业技术，而且还需要一套严格的管理
制度。

“在重症医学科，防患于未然很
重要。要想办法避免病情恶化，因为
有些问题一旦发生可能已经晚了。要
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质
量控制体系。”陈建说。

为了做好质量控制工作，保证医
疗安全，陈建在该科设置了 15 个质量
控制指标，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信息化
交班体系，完善了全院应急救治及服
务体系，变被动服务为主动参与，挑
选技术全面的医护人员轮流承担全院
各科室重症患者的应急救治任务，还
设置了巡视岗，关注治疗细节，以保
证患者的安全……

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许昌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建立了一套严密而
规范的管理制度，包括诊疗流程、应
急预案、符合重症医学特点的病例讨
论和值班制度等，实现了管理的精细
化、科学化。

陈建非常注重精细化管理。在许
昌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大到患者
诊治流程，小到库房和卫生材料的管
理，甚至是医护人员饭盒的放置，都
是精细化管理的体现。凡是进入该科
的人，都要全副武装，身穿消过毒的
白大褂，戴上口罩、鞋套。精细化管
理给该科带来的是舒适的工作环境、
良好的运作机制，更促进了该科的健
康发展。在陈建的带领下，许昌市中
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的重症救治水平已
经居于全省前列。

医者仁心。陈建把自己的一切都
奉献给了救死扶伤的医学事业，带领
团队坚守在抗击死神的一线，奏响了
一曲曲生命的乐章，用责任和爱心守
护着“生命之门”。

“生命之门”守护者
——记许昌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陈建

陈建

（上接第一版）
长期以来，许昌市中心医院确定了

以学科建设带动医院发展的思路，把学
科建设纳入医院发展总体规划，通过强
化管理、制定发展规划等措施，在人力、
财力、物力等方面为学科建设提供充足
的保障；同时，坚持精准发力，积极培育
重点学科。

“按照医院规划，2020 年之前，我们
力争将 3 到 5 个科室建设成为省级重点
专科，有些科室要迈入国家先进行列，逐
步形成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特色、有
影响力、有竞争力的学科。”许昌市中心
医院院长牛锋的话掷地有声。

2012 年，该院 8 个专科被评为许昌
市临床重点专科。2016 年，该院 12 个专
科被评为许昌市临床重点专科。以市级
临床重点专科为依托，许昌市中心医院
制订了符合建设目标、适应学科发展的
建设方案，促进学科朝着更高层次发展。

蓝图绘就，百舸争流。改革的共识
在凝聚，发展的热潮在涌动。

在学科建设方面，许昌市中心医院
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突破：神经外科采
用显微血管减压术治疗三叉神经痛和面
肌痉挛在国际上处于先进水平；脊柱脊
髓外科诊治水平及影响力跨入河南省先
进行列，在全国神经脊柱领域占有一席
之地；消化内镜中心在消化道早癌防治
方面处于全省先进水平；肝胆胰外科腔
镜手术在省内居于先进水平，拥有较高
知名度；泌尿外科微创手术率在 90%左
右，处于省内先进水平。在 2016 年召开
的全国妇幼卫生危重孕产妇监测会上，
许昌市中心医院产科危重孕产妇救治率
在全国医院中排名第六。

一个个专科不断实现新的突破，见
证着许昌市中心医院学科建设发展的铿
锵脚步，也描绘出许昌市中心医院的美
好未来。

人才为本，增强内生动力
在 2019 年的招才引智工作中，许昌

市中心医院成果颇丰，来自北京大学、武
汉大学、中国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吉林大学、郑
州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等国内著名医学院校
的 300 余名硕士研究生纷纷报名应聘。
近年来，该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目前已
拥有博士 4人、硕士 261人。

雄厚的人才力量，是学科建设的基
础。人才纷至沓来的背后，是许昌市中
心医院求贤若渴的真诚。

近年来，该院坚持人才为先的发展
战略，不断招贤纳才，广发“招贤令”“英
雄帖”，明确引进人才的聘任程序、薪酬
待遇等，激发人才活力；同时，通过优化
服务、重视人文关怀等措施，解决引进人
才的后顾之忧，使其安心投入工作。该
院还将待遇留人和事业留人结合起来，
为引进的博士建立博士工作室，更好地
发挥其聪明才智。

郑鲁，医学博士，被誉为“河南省显
微血管减压术第一人”，全国知名脑功能
神经外科专家。2018 年 12 月，他作为高
端人才被引进许昌市中心医院。不到一
年 的 时 间 里 ，郑 鲁 完 成 疑 难 手 术 40 余
例，大大提高了该院神经外科疑难重症
救治水平，提高了学科影响力。郑鲁还
带领该院神经外科医护人员申报了 3 个
科研项目，在科室内营造了比学赶超、奋
勇争先的浓厚氛围。

2018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北京 301 医院）的博士生李建涛看
到许昌市中心医院的招聘公告后，一下
子被优惠的条件所吸引。入职后，该院
在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对其给予大力
支持，让李建涛感受到满满的诚意。“我
能深刻体会到医院对人才的重视与尊
重，非常乐意在这里工作。”李建涛说。

在引进高端人才的同时，许昌市中
心医院加大人才培养力度，采取了一系
列涉及年轻医务人员、中层干部、高级技
术人员的人才梯队建设举措，努力培养
一批领军人才，使其成为医院发展坚实
的“中流砥柱”；在该院中青年骨干中选
拔后备人才进行培养，蓄足“源头活水”；
把柔性引智作为聚才、用才的重要方式，
对于一些高层次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
用。

“只要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医

院就会尽全力为其提供发展平台。”许昌
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时永对记者说，“我们
以良好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
境，使各类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平
台、发展有空间，努力形成近者悦、远者
来的人才发展生态。”

2016 年，宋晓锋只是许昌市中心医
院肛肠科的一名普通医生。被选拔为后
备人才后，在医院的帮助与支持下，他采
用了一系列先进技术，主持了多个科研
项目，还入选许昌市第十三批拔尖人才，
成功申报了许昌市肛肠学科中西医结合
诊疗技术创新型科技团队。如今，宋晓
锋已成为肛肠科负责人。宋晓锋认为，
被选拔为后备人才以来的 3 年是他大发
展、大进步的 3 年，这与医院对人才培养
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

每年“国际护士节”“中国医师节”，
许昌市中心医院都会召开隆重的表彰大
会，对医护队伍中的先进典型进行表彰，
在全院营造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
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在许昌市中
心医院，人才队伍的“一池春水”已被激
活，英才广聚促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

目前，许昌市中心医院拥有一支以
274 名 高 级 职 称 人 员 为 核 心 的 专 家 队
伍，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1
人、河南省学科带头人和河南省卫生科
技创新人才 5 人、享受许昌市政府特殊
津贴的专家和许昌市优秀学术技术带头
人 25 人、许昌市拔尖人才 27 人、国家级
学会副主任委员 1 人、省级医学会副主
任委员 10 余人、市级医学会主任委员 50
人。这极大增强了该院学科建设的内在
动力。

创新驱动，促进品质提升
在今年的全市科技创新大会暨“许

昌英才计划”表彰大会上，有 18 个市级
创新型科技团队受到表彰，许昌市中心
医院占 4 个，是数量最多的单位。在许
昌市第十三批拔尖人才名单中，许昌市
中心医院 16 名医护人员入选，是我市入
选人数最多的医院。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成就梦想。科
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科研
成果和水平是学科建设成效的显著标
志。

“近年来，我院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加速转
化，医院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学科建设品质也不断提升。”许昌市中心
医院副院长王坤铎对记者说。

目前，许昌市中心医院拥有 3 个重
点实验室、5 个医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 个创新型科技团队。2018 年，该院 43
个科研项目立项，在各种学术期刊发表
论文 222 篇。2019 年以来，该院 79 个市
级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河南省卫健委联
合共建科技攻关项目 28 个、河南省科技
厅科技攻关项目 10 个，发表 SCI 论文 5
篇。

数字代表成绩。许昌市中心医院在
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成
绩背后是该院强化科技创新的生动实
践。

许昌市中心医院破除制约科技创新

的体制机制障碍，出台了《许昌市中心医
院科研创新奖励办法》，完善激发科技创
新活力的体制机制，从人力、财力、物力
等方面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保障。

“去年，我院设立了 800 万元科研基
金，今年的科研基金超过了 1000 万元。
对于获得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奖、发表论
文、出版专著教材等在科技创新方面取
得成果的医护人员，我们给予相应的奖
励，最高奖励达 100 万元。”许昌市中心
医院医务部主任刘根廷告诉记者。

资金奖励、平台支持等一系列政策
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许昌市中心医院
广大医护人员进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创造性。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也让学
科建设行稳致远。

开放合作，接轨发展前沿
11 月 4 日，德国著名儿童神经康复

专家伍特·莎夫娜教授来到许昌市中心
医院开展学术交流与指导活动。今年以
来，来自德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的 4
名专家先后到该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在
加强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许昌市中心医
院坚持开放合作的理念，不断加强国际
与国内交流合作，以交流促发展，为各个
学科搭建合作平台，提高学科实力和医
疗服务质量，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诊
疗服务。

“在此之前，德国眼科、心脏外科、血
管外科、妇科、新生儿、普外科等 10 余名
专家到我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了
我院诊疗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许昌市
中心医院人事科科长寇松莲说。目前，
该院已加入“中国—以色列医院合作联
盟”，还与意大利高级专家组织签署了合
作谅解备忘录。

一方面，许昌市中心医院将外国专
家“请进来”；另一方面，该院医护人员也
积极“走出去”。

2018 年，许昌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
主任马宇杰作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
外科培训学院第 32 期“将才工程”培训
班成员，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医疗中心进
行了为期 20 余天的研修学习。通过学
习，马宇杰了解了泌尿系统肿瘤规范化
诊疗的最新进展，并将其应用到临床工
作当中，进一步提高了学科实力和影响
力。

2017 年，许昌市中心医院肿瘤科副
主任医师王鹏远到西班牙马德里参加欧
洲肿瘤学年会，与欧洲从事肿瘤诊疗的
专家进行交流与沟通，将先进的诊疗技
术引进该院。这更加坚定了他进行高质
量临床研究的决心。

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同时，许昌
市中心医院也加大与国内专家的合作力
度和深度。该院在“借”字上做文章，通
过借势、借智、借技、借才等，积极推动学
科建设。

自从 2018 年与豫籍在沪医学专家
联谊会进行深入合作以来，钦伦秀肝胆
肿瘤特级专家工作站、张天宇耳鼻喉科
专家工作站、上海复旦大学马端个性化
医学工作站等先后落户许昌市中心医
院。

张天宇耳鼻喉科专家工作站落户许
昌市中心医院后，该院耳鼻喉头颈外科

的门诊量和三、四级手术量大幅度增加，
收治的疑难重症患者明显增多。在张天
宇的帮助下，该院耳鼻喉头颈外科采用
了耳内镜下鼓室成形术等新技术，从理
念和方法等方面对中耳手术进行了改
善，确立了更加合理的亚专业发展方向。

该院还与北京博奥医学检验所合
作，联合建设了许昌市精准医学中心，并
成立了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成立之
后，程京院士在快速检测、个体化用药指
导等方面将与许昌市中心医院进行长期
合作，进一步推动该院临床诊疗精准化，
进而不断提高该院的诊疗水平和技术创
新能力。

区域联动，实现共建共享
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是为

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诊疗服务。在推进
学科建设的过程中，许昌市中心医院始
终没有忘记初心。因此，该院不断加强
学科区域联动，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平台
共建和资源共享，促进我市医疗水平提
升，让群众受益。

如今，家住市区唐岗社区的周先生
明显感觉到看病比以前方便多了。

2017 年，许昌市中心医院与半截河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医联体，定期
派诊疗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的专家到
该中心坐诊、查房，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从此，患有糖尿病的周先生在“家门
口”就能找名医看病。

目前，许昌市中心医院建立了多种
形式的医联体，拥有成员单位 61 家，并
与其中 2 家单位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
据不完全统计，该院 12 个科室建立了专
科联盟，签约成员单位 284家。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许昌市中
心医院非常注重对医联体成员单位进行

“造血式”帮扶，帮助其打造一支“带不走
的医疗队”，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服
务能力。

由于技术难度大、专业人员缺乏等
原因，鄢陵县中医院已经 10 多年没有开
展神经外科业务了。这成了该院院长晋
相林的心病。与许昌市中心医院签订医
联体合作协议后，他终于看到了希望。

自今年 3 月份开始，许昌市中心医
院神经外科每个月都会派一名拥有中级
以上职称的医生到鄢陵县中医院上班一
个月，全面帮助其提高服务能力。目
前，鄢陵县中医院每个月可收治 10 多
名神经重症患者，能及时、正确地抢救
一些急症患者，也初步组建了一支神经
外科团队。

借助“互联网+”，许昌市中心医
院以三级救治网络为依托，建设互联网
医院，推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建立
了市、县、乡、村四级网络，实现了远
程会诊、远程教育、应急指挥、病历资
料传输等，进一步实现了分级诊疗。该
院还启用了河南省远程医学中心许昌分
中 心 ， 与 北 京 301 医 院 等 开 通 远 程 会
诊，向上对接省级和国家级名院、名
医，不仅让患者便捷地享受到“三甲”
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而且极大地提高
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健康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
键。在开展健康扶贫工作中，许昌市中
心医院充分发挥学科建设优势，加大对
贫困村的医疗技术援助力度，促进贫困
地区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提升贫困人
口的健康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
献力量。为贯彻落实许昌市委、市政府
脱贫攻坚结对帮扶淅川县的决策部署，
许昌市中心医院与淅川县人民医院结为
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协作医院，定期派专
家到淅川县人民医院，从医院管理、业务
开展、学科建设等方面对其进行帮扶指
导，并开通互联网医院，24 小时提供远
程会诊服务。

通过专家定期坐诊、开展有针对性
的帮扶、搭建信息平台等，许昌市中心医
院让学科建设成果的惠及面更广，使更
多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健康获得感和满意
度。

号角已经吹响，奋进正在路上。锲
而不舍，金石可镂。承载着光荣与梦想，
许昌市中心医院将聚焦一流目标、践行
一流标准，书写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崭新篇章。

吹响学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号角
——许昌市中心医院学科建设发展综述

外国专家对该院学科建设进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