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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沈欣欣） 10月14 日，东
阿县姜楼镇卫生院邀请聊城市中心
医院专家团队开展了现场基本急救
技能培训，并在马安广场开展了义诊
活动。

培训现场，聊城市中心医院急诊
科主任王建民以PPT的形式为姜楼镇
卫生院医护人员详细讲解了现场基本
急救的理念、技术等，并通过实践操
作，就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相
关知识进行科普。王建民利用人体模
型，模拟现场有人突发呼吸心跳骤停
的情形，着重对成人及婴幼儿实施胸
外按压、清理口腔异物、开放气道、人
工呼吸、所需按压深度及频率等进行
现场同步演示，详细演示了如何实施
心肺复苏，强调了心肺复苏的使用场

景、黄金4分钟内对心脏骤停患者的重
要性等，使该院医护人员受益匪浅。

在马安广场活动现场，前来咨询
的村民络绎不绝，医护人员为村民进
行血压监测，发放老年宣传手册资
料，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医护人员
仔细询问村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日
常生活情况 ，从慢病管理、合理用
药、营养康复等多角度给予科学指导
和建议，对患者提出的问题进行细致
解答。

针对一些患慢性病的老人，医护
人员耐心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叮嘱
其平时要多吃蔬菜，少吃甜食、盐，按
时服用降压药等，并对其相关疾病的
并发症进行了详细讲解，让老人了解
疾病的危害及防治方法。

姜楼镇卫生院

开展急救技能培训

■ 本报记者 申东方

“我们通过磨面、采摘、做饭等
农耕劳作，了解了‘盘中餐’从土地到
餐桌的全过程。”10月15日，冠县第一
实验小学学生孙研谈起在柳林镇大
杨庄村七彩农场的农耕体验，感触颇
多。“十一”假期，他和同学结伴前去
研学，这让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孙研
好好体验了一把农村生活。

学习犁、耙、磨盘等农具的使
用，感受一米一粟来之不易；和同学
分工，刷锅、洗菜、切菜、生火，从中
学到团结的重要性；听村民杨旭堂
讲述“大杨庄惨案”，接受红色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这次研学，让孙
研收获满满。在孙研的父亲孙善奎

看来，这种体验有些像一档综艺节
目《变形计》。城市里长大的孩子，
用双手触摸泥土，不单纯是一次基
层体验，更是在回归本源。

“从教室到田野，从笔尖到大
地，我们希望从这里走出的每一名
学生，脚上有泥、额头有汗、眼里有
光、心中有梦。”七彩农场发起人杨
本凯说，这是农场建立的初衷。

杨本凯还有一个身份——大杨
庄村党支部书记。因此，他还要时
时谋划，如何带动大杨庄村村民走
上致富路。对于村民来说，致富不
仅仅是“腰包鼓了”这么简单。

58 岁的杨一泉没想到，自己文
化程度不高，却能从普通农民变成
一位“农民老师”，不仅多了一份收

入，更多了一份自豪感。“这是风
箱。以前农村家家户户灶房里都有
砖砌的锅灶，旁边有风箱。往锅里
倒上水，点燃柴禾放进锅灶口里面，
一手拉风箱，一手添柴。”杨一泉专
门负责向孩子们讲解农耕器具用
法。刚开始听说要当“老师”，吓得
杨一泉直摆手。实际讲过后发现，
说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杨一泉
不再怯场。

在外务工的李炳龙想不到，自
己闲置的宅院，也能每年创造 3000
多元的收益。杨本凯租用村内部分
闲置宅院，用作研学宿舍，为村民增
加了收入，还维护了庭院环境。孙
研这次来体验生活，就住在李炳龙
的宅院里。

大杨庄村还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成立“冠县文轩丰润果蔬专业
合作社”，号召当地退役军人、大学
毕业生等 50 余人，组成了平均年龄
33周岁的年轻化运营团队，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进行经
营管理，转变传统种植方式，在提
升、推广种植技术的同时，既增加村
集体收入，又带动了村民的生产积
极性。目前，共带动110名农民参与
种植，每亩收入由原来的 1000 元提
高到6万元至8万元不等。

绿色生态、红色教育、金色农
耕、多彩旅游……这片希望的土地
上开出了七彩花朵，大杨庄村成为冠
县乡村振兴的样板之一，村民挺直了
腰板，走上了致富路。

希望田野开出“七色花”

本报讯（薛龙） 10 月 14 日，莘县
人民医院组织神经内科、心内科、消化
内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骨外科、妇
产科等专业的专家组成医疗队，与王
奉镇中心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一起，为
群众开展义诊活动，吸引不少群众前
来问诊。

“我妈自从去年做完手术后，吃了
饭就胃疼，大夫能给检查检查吗？”“昨
天我摔了一下，现在感觉腰部疼痛厉
害，您看严重吗？”……

针对群众的提问，专家们详细了
解病情、询问病史，为他们制定诊疗方
案，并对群众的日常保健，常见病、多
发病的预防进行了指导。

“大夫，我的孩子总是说肚脐这里
疼，您看看是怎么回事？”一位年轻母
亲带着两岁的孩子前来就诊。消化内

科专家为孩子初步查体后，建议行腹
部彩超检查，在卫生院医护人员的指
引下，很快便完成检查，取到了报告结
果。

“检 查 结 果 没 有 明 显 异 常 ，主
要 是 在 生 活 中 需 要注意 4 个方面的
问题……”在听完专家的讲解后，孩子
的母亲连连点头：“谢谢您大夫，平
常怕宝宝吃不饱，不是喂得多就是
让他吃太多零食，以后我会多加注
意。”

此次义诊活动，让多专业、多学科
专家走进基层，有效提升了基层居民
的健康理念，普及了健康知识，加强了
县域医共体成员单位之间的联系，让
群众真正享受到了快速、便捷、优质的
医疗服务。

莘县人民医院

专家义诊进基层

■ 梁丽姣

“如果以前做这台手术，就必须
要切除患者的肛门，还得跑到大医院
去做，但是现在不用了，患者在家门口
的医院就能做直肠癌手术，还能保
肛。”10月17日，阳谷县人民医院普外
科主任潘福斌说。这样的转变，来自
阳谷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在直肠癌、结
肠癌治疗方向的探索。

9月初，63岁的阳谷县居民杨明立
（化名）因大便次数增多、血便 2 个多
月，到阳谷县人民医院就诊，肠镜检查
发现患者在距离肛门5厘米左右处有
一团直径4厘米的菜花状病变，病理诊
断为直肠癌，且属于低位直肠癌。

“病变在距离肛门5厘米处称为低
位。患者患有低位直肠癌，传统手术

会直接切除肛门，导致永久性排便改
道。”潘福斌介绍。直肠位于人体消化
道的末端，是肿瘤的好发部位，肛门则
是体内代谢产物的重要出口。低位直
肠癌根治术，常规手术无法保留肛门，
需要在下腹部做永久性的造口。“失肛
之苦”会给病人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诸多
不便。

“一开始出现便血，以为就是普通
的痔疮，没放在心上，谁知道是癌症
呀。”杨明立谈癌色变。失肛对他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潘福斌介绍，直
肠癌根治手术主要考量因素在于肛门
括约肌。肛门括约肌的结构完整，肛
门的功能才是完整的。这就要看肿瘤
的切除边缘是否包含了肛门括约肌。
距肛缘在5厘米内的肿瘤，按照手术的
无瘤原则，切除的边缘可能会损伤肛

门括约肌的完整性，所以就没办法保
留肛门。

阳谷县人民医院积极与上级医院
相关专家会诊，确定最佳治疗方案。
采用腹腔镜微创手术，在腹腔镜下游
离直肠及清扫肠系膜下动脉旁淋巴
结，直肠远端游离范围直至盆底直肠
内外括约肌间，为经肛门拖出吻合做
充分准备，保证肿瘤根治切除的前提
下保留肛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医护人员进行术前讨论，制定精细化
手术方案，决定为患者进行腹腔镜下
直肠癌切除预防性结肠造瘘术。

手术过程中，手术团队通过腹腔
镜，将肠管充分游离后，把直肠从肛门
翻出，用拉钩使肛门完全显露，看清楚
肿瘤位置、安全端多长，接着将肠管切
断，把近端充分游离的直肠拉到肛门

旁进行吻合。行横结肠预防性造瘘，
手术完成，整个过程历时 2 个多小
时。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
其是腹腔镜微创手术技术的提升，使
很多原来不能保住肛门的病人可以保
住肛门。对于较为早期的一部分直肠
癌患者，可以实现低位保肛，避免了患
者需要长期“挂粪便袋”（造口袋）的不
便，为广大患者带来福音。

手术后24 小时，该名患者下床活
动，7天后顺利出院。“原来病变位置距
肛门7厘米以上的病人才能保住肛门，
病变位置在 5 厘米—7 厘米处很难保
肛。有了微创技术的加持，即使病人
的病变在3厘米—4厘米处，依然有办
法保住肛门，让患者少受罪，切实提升
生活质量。”潘福斌说。

至精至微守护“肠”安
——阳谷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开展微创手术提升患者生活质量

■ 梁丽姣

“这个技术不仅治好了我的月经
不调，还缓解了我腿抽筋的老毛病，简
直是意外之喜，真好。”说这话的是阳
谷县安乐镇的任书敏（化名），自从生
完孩子后，任书敏一直月经不调。

“吃过不少中药调节，也用过偏方，
不管用。”这个“难言之隐”让她饱受
折磨。

像任书敏这样患有盆腔炎症或是
膝关节有炎症的患者，在基层卫生院
十分常见，他们长年累月忍受身体不
适的折磨。无意间，任书敏得知安乐
镇卫生院开展了富血小板血浆（PRP）

技术，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该卫
生院接受治疗。

安乐镇卫生院副院长魏茂武采用
PRP技术为其治疗，抽取 20 毫升患者
的静脉血，通过离心装置把血液中
富含血小板的血浆收集起来，然后
通过特定穴位注射到患者体内，从
抽血到注射的一系列操作都是在层
流手术室内进行，整个过程仅用30分
钟。

术后第二天，任书敏惊喜地发现
自己腿抽筋的症状大大减轻，盆腔炎
症也好了很多。“PRP是自体血小板的
浓集物，这项技术就是通过离心装置
把血液中的血小板等提取出来，再把

富含大量生长因子的提取物注射回
患者体内，起到人体‘修复剂’的作
用，促进组织中细胞和基质的再生，
从而加速组织修复。”魏茂武说。

魏茂武介绍，PRP 技术提取的是
患者自身的血液，再将其注射到自身
器官或组织中，无传染性疾病传播及
免疫排斥反应的风险。治疗简单又安
全，一次治疗的抽血量为 20 毫升，也
不会引发贫血症状。目前，这种治疗
方式已经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开展，应
用于多个科室。

一开始，这项技术只用来治疗关
节疾病。在治疗过程中，魏茂武发现，
这项技术也适用于治疗盆腔疾病，

他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并且利用网
络学习相关知识，采用穴位注射的
方式，减轻了不少前列腺炎、月经不
调患者的病痛。

在20多年的从医生涯中不忘从医
初心，牢记医者使命，魏茂武凭着真
诚而执着的工作信念，一步一个脚
印，以一名普通基层医务工作者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内心深处的理想
信念——敬佑生命，甘于奉献。“从选
择医学事业开始，我就立志要干好。
医学之路永无止境，必须孜孜不倦不
断探索，患者的认可就是对我最大的
褒奖。”魏茂武说。

用好人体“修复剂”

本报讯（通讯员 刁国辉）“家被
烧、村被占、丈夫病，这些并没有把徐
奶奶压垮，反而使徐奶奶的抗日决心
更加坚定，又将孙子徐胜之、孙女徐文
贞送到部队……”10月17日，在茌平区
胡屯镇党员活动中心，一场生动的红
色家风宣讲活动正在进行。

胡屯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
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结合徐河口村
徐家三烈士革命故事，整理了三烈士
之母徐奶奶胸怀家国，先后把五个儿
子、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个孙女女

婿送上战场的故事，邀请徐河口三英
烈士墓讲解员李焕成进行宣讲。

与会人员观看了家风警示教育宣
传片《严正家风》，聆听了徐家三烈士
之母徐奶奶的家风故事。纷纷表示，
会以红色家风为引领，教育子女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将红色精神发扬光大。

“我们将以红色家风宣讲、廉政党
课为抓手，不断拓宽反腐倡廉宣传教
育的覆盖面，大力开展‘廉政读书会’
等廉政文化活动，不断增强廉政文化
的感染力、辐射力和影响力，推动胡屯
镇政治生态持续向好。”胡屯镇纪委书
记赵楠楠表示。

胡屯镇

开展红色家风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宋元林）“在部
队怎么样，能够适应现在的训练和生
活吗？要服从所在连队指挥，不怕苦
不怕累，尽快成长为一名合格军人。”10
月16 日，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武装部工
作人员利用周末，对今年下半年入伍
新兵进行电话回访，了解其在部队的
具体表现。

今年下半年征兵工作结束之后，
鱼邱湖街道武装部积极做好各项后续
工作，确保新兵在部队安心服役。工
作人员通过电话了解新兵思想状况，

并为他们解疑答惑，增强他们在部队
服役的信心和决心。同时，开展新兵
家庭回访。有些新兵为独生子女，入
伍后其家人会有不舍情绪。该街道通
过积极走访，同新兵家长谈心谈话，鼓
励他们做新兵的坚强后盾，为新兵加
油鼓劲。回访中，工作人员统计新兵
家庭银行账号，为下一步发放优待金
做好基础性工作。该街道还协助大学
生新兵家长做好学费返还等其他工
作，解除新兵的后顾之忧。

鱼邱湖街道

暖心回访助新兵安心服役

本报讯（通讯员 孙洪朝） 10 月
18 日，莘县樱桃园镇在西赵海村召开

“党员联系户包巷，助力人居环境整
治”现场观摩交流会，参会村庄党支部
书记对本村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交
流，并观摩了西赵海村“党员巷长”制
开展情况。

樱桃园镇依托“党员联系户”推行
“党员巷长”制，推动党员走进群众、包
巷联户、融入村务。根据村庄规划和
群众居住情况，以村街为界设立网格，
确定党员中心户负责本网格联系服务
群众工作，形成“党委—村党支部—巷
长—联系户”的组织体系，“党员巷长”
由党员、群众民主推选产生。

结合该村实际，“党员巷长”不定
期到联系服务的家庭户进行走访恳
谈，及时宣传上级政策，了解家中困
难，为其答疑解惑。若村民因特殊原
因不在家，他们则采用电话、微信等方
式，建立一对一联系，确保服务群众不
断档、不留白。

该镇实行“党员巷长”积分化管
理，及时将联系服务群众情况记入积
分卡，对有特殊贡献的“党员巷长”，在
评先树优方面给予优先考虑。每月对

“党员巷长”工作情况进行点评，将政
治素质过硬、热心服务的优秀巷长纳
入村级后备干部库。

樱桃园镇

探索推行“党员巷长”治理模式

10月19日，茌平区冯官屯镇布袋梁村村民正在种植大蒜。金秋时节，茌平区万亩大蒜迎来播种期，农民抢抓农时种植大蒜，农田里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茌平区因地制宜推广菜粮轮作、蒜粮轮作种植模式，在提高病虫害防治的同时增加了土壤肥力，既保障了粮食安全，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