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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科学育儿讲座 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是构建优
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
也是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的有效方
式。据悉，远程医疗会诊指导基层医院
临床诊治效果明显，不仅提高了基层医
院医疗技术和解决专科疑难水平，还为
危重疑难病的转院治疗开辟了一条快
捷的绿色通道。

目前，随着长三角健康一体化的深
入推进，江浙互动合作越来越紧密，极

大地增强了县域优质医疗资源供给能
力。医院通过医联体建设，搭建“双向
转诊”“绿色通道”等便民利民的就诊机
制，保障群众就医需求。

“接下来，我们会与长三角一流医
院在学科建设、医疗管理、技术科研等
多方面继续深度融合，使我们玉山老百
姓享有更优质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服
务。”黄家驷医院（玉山县人民医院）党
委书记肖贤富表示。

扩大医疗“朋友圈”百姓看病更有“医”靠
陈磊 本报记者 钟芷涵 文/图

远程会诊、病区查房、双向转诊……自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开展协作以来，玉山县黄家驷医院（玉山县人民医院）远程医疗工作迈上了新

台阶。不断扩大的长三角医疗“朋友圈”惠及了近5万名当地老百姓，让玉山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尖端优质医疗资源，得到实实在在的“医”靠。

本报讯 记者钟芷涵报道：
“我能听到了！‘嘀嘀嘀——呜
呜呜——’右耳听到了从没听
到过的声音，虽然声音有点闷，
像包着一块布，但我相信这是
个很好的开始！”一名重度听障
患者抑制不住满心的喜悦，他
说：“我是全市人工耳蜗植入术
的第一例患者，也是江西放开
耳蜗报销政策后的首批受益
者，我想在收获听力后，将自己
的切身感受和经验帮助更多有
需要的人。”

2月 22日，我市接受首批
人工耳蜗植入术的 4位患者迎
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人工
耳蜗开机调试，成为我市人工
耳蜗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后的第
一批受益患者。自 2023年 11
月 10日起，他们先后在上饶市
人民医院实施人工耳蜗植入
术，并经过数月的术后恢复和
适应。这次人工耳蜗开机调试
成功，意味着他们从此能够“用
听力感受这个世界”。

“这一天我们已经期盼了
多年，真的很感谢你们！”一位
患者母亲表示，她的儿子在两
岁时不慎双耳失聪。尽管在不
懈努力下，摸着自己的喉咙对
着母亲的口型学会了说话，但

母子俩始终未放弃对重回有声
世界的追求。看着儿子因听见
声音后激动到流泪，母亲的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主
任洪伟介绍，作为全市门诊量
最大、诊疗项目最全、技术力量
雄厚的耳鼻咽喉科，他们一直
以来高度关注听障群体，紧跟
国内耳科发展走向，为开展人
工耳蜗植入手术做了大量的准
备工作。下一步，将继续践行

“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大力
宣传国家的利好医保政策，积
极发挥公立医院公益性，为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而不懈努力。

据了解，人工耳蜗植入手
术是目前针对重度、极重度听
力损失患者恢复听力最有效的
治疗方法，结合术后言语康复
训练，可使耳聋患者获得听觉
及言语能力，回归正常生活。
此前，该手术因 20万元左右
的高昂费用，让许多患者望而
却步，而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后，无疑是为需求群体带来了
福音，填补了上饶市及周边地
区人工耳蜗技术的空白，也为
赣东北地区双耳重度、极重度
感音神经性耳聋患者带来了更
多选择。

本报讯 程顺姬 记者钟芷
涵报道：为进一步普及科学养
育知识宣传，提高群众科学育
儿能力，保障托育机构安全，2
月 29日上午，德兴市卫健委、
德兴健康办、德兴市计划生育
协会联合德兴市妇幼保健院、
银城街道水绿桥社区和新爱婴
国际早教机构在水绿桥社区开
展了一场育儿公益讲座。

讲座上，育儿专家围绕孕
期保健、婴儿护理、幼儿教育等
方面展开，内容涵盖了从宝宝
出生到学龄前的各个阶段。专
家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建
议，为父母们解答育儿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如何正
确喂养、如何培养孩子的良好
习惯、如何应对孩子的情绪
等。同时，现场还设置互动环
节，让父母们有机会与专家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分享自己的

经验和心得。
“随着城市生活的节奏加

快,社区家庭都有托育服务的
需求,此次德兴市卫健委组织
的宣讲活动详细介绍了托育服
务政策和科学育儿方法,很好
地应对了居民关切的问题。也
丰富了我们社区‘一老一小一
单身’品牌服务。”银城街道水
绿桥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
任陈薇薇说。

德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妇幼老龄健康服务股股长俞
萍表示：“接下来还会指导托
育机构进社区大力开展托育
服务宣传，摸清辖区内托育
服务需求，宣讲托育服务相
关政策，为促进托育服务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和社会环境。”

本报讯 邹楚 记者钟芷涵
报道：为进一步提升广大居

民的控烟意识，引导群众践
行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营造健康、清洁、无烟
的生活环境，保护人民群众
的身心健康，2 月 27 日，弋
阳县葛溪乡卫生院开展以

“无烟佳节 与爱同行”为主
题的健康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通过
悬挂横幅、发放烟草危害、科

学膳食、健康教育等各类宣传
资料，面对面向大家宣传戒
烟、控烟小知识，深入浅出地
解答了关于戒烟和健康养生等
大家关心的问题，让群众了解
到无烟环境的好处，提升群众
戒烟意愿，引导大家养成健康
的生活方式。

让更多听障患者重获新“声”

我市首批人工植入耳蜗成功开机

共建无烟环境 共享健康生活

近日，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手术室进行了一
场惊心动魄的手术，产科、手术麻醉科、ICU、新生儿
科、输血科等人员组成多学科急救团队，成功救治一
名完全性前置胎盘伴胎盘植入产妇，母婴平安，并成
功保留子宫。产妇及婴儿情况良好，已顺利出院。

异常凶险 产科高难度手术

二胎妈妈郑女士，有剖宫产和两次流产史，孕期
四维彩超及MRI检查提示完全性前置胎盘伴胎盘植
入，在孕 31周+3天时因胎盘血窦、胎盘绒毛膜下血
栓住院保胎治疗。孕期产检彩超提示胎盘完全覆盖
宫颈口，就像体内的一枚定时炸弹，郑女士随时有大
出血的可能。

入院后，该院产科团队进一步完善检查，并为
其制定了严密的保胎计划，同时根据病情规划了详
细的手术方案。在郑女士停经 33周+4天时，她出
现少量鲜红色出血，该院立即启动抢救应急预案，
行绿色通道紧急行剖宫产术。

多学科联手 成功救下母子保住子宫

该院产科团队对孕妇病情进行了审慎评估，为最大
限度保障孕妇生命安全，迅速建立了由产科、手术麻醉
科、ICU、新生儿科、输血科等人员组成的急救团队。

手术当日，副院长吴静主刀，术中人工剥离胎

盘，胎盘与子宫前壁粘连致密，胎盘植入，清除植入
胎盘后局部缝合，并行宫腔球囊及填塞纱条止血。
经过多学科协作、密切配合，最终郑女士顺利分娩。

术后，郑女士转产科重症监护室进行治疗。产
科重症监护室团队不分昼夜守护在她的床前，严密
监测各项指标，做好抗休克、稳定内环境、防止感染
等工作，对每一个环节都精心管控，提供了最专业的
诊疗服务。同时，该院新生儿科团队对早产患儿进
行了尽心的救治和细心的照护。

日前，顺利出院的郑女士和家属特意给医院送
来一面锦旗，感谢为她保驾护航的全体妇保人。

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护航母婴生命

上饶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是市级临床重点专科，作
为市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医院会接触到各类不
同的危重症患者，年门诊量约 7万人次，数年分娩量
位列上饶市第一，在全省妇幼机构排名前十。在全
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023年，产科收治危重症
孕产妇已近百名，均恢复良好，无一例危重症孕产妇
死亡。位于妇产大楼的住院部设有5个产科病区，普
通产科病区、产科VIP病区、LDRP一体化病区、产科
重症监护室（MICU）、分娩中心。分娩区配有标准化
急诊手术间，可以第一时间保障紧急剖宫产母婴的顺
利抢救。

春节和寒假过后，江西医专第一附属医院迎来一波就诊小高
峰。各种眼疾患者，包括白内障手术、青光眼、眼底病、眼表眼眶
疾病、屈光近视以及验光配镜、干眼症、结膜炎、眼外伤等不同需
求患者“扎堆”就诊。据医护人员介绍，老年患者与学生患者占据
假期就诊“主力军”。医生提醒，近视防控就是和时间赛跑，持续
定期地检查很重要，尤其一些近视防控误区更要注意，保护眼健
康刻不容缓。

误区1
电子产品辐射，导致近视度数涨得快

很多人都说，度数涨得快，都是电子产品辐射害的。其
实，这个说法很片面，近视发生原因复杂，现在很多孩子玩手
机，玩平板电脑，越凑越近，近距离用眼太多，才是近视的诱
因。

在门诊，小学低年龄段患儿不少，大都集中在小学一、二年级，这个
年龄段的患儿有一个共同特点，爱看书。事实上，无论是玩手机、看书、
做手工，都可能导致近视，家长要注意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和休息间隔，
用眼20分钟，休息20秒。

误区2
假性近视拖一拖没多大关系

“之前，学校体检时孩子视力 4.8，后来检查视力为 4.9，孩
子视力明明在好转，这次咋要戴眼镜了？”很多人认为视力
4.9、4.8，问题不大，肯定是假性近视，拖一拖没多大关系，但
实际上，近视防控不看视力，而是看散瞳后的屈光状态，视力
正常不等于屈光正常。视力好，不代表不会近视。视力检测以
检测眼轴为标准，千万别等孩子近视了，再匆忙就医。

误区3
不想过早戴眼镜，等看不清了再戴

戴眼镜太难看、戴眼镜会导致眼球凸出……由于各种因素，
很多患儿和家长排斥戴眼镜，想晚一点戴。医生建议，孩子近视
了，应该早干预。干预不是为了控制度数，而是为了控制眼轴过
快增长，避免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即便现在有近视激光手术，效
果很好，但眼底的整体健康需要从小打基础。

（记者 钟芷涵 整理）

眼科门诊迎来就诊高峰

这些近视防控的“坑”不能再踩了

为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特别是
让复杂、疑难、重症、罕见病患者少走弯路，
2023年6月，玉山县黄家驷医院（玉山县人民医
院）与浙大二院签约，成为浙大二院在江西省
首家开展协作的医院。

“在玉山本地就能有专家看诊，很方便。”走
进玉山县黄家驷医院（玉山县人民医院），患者家
属周克存告诉记者。近日，70岁周阿姨通过远程
会诊，得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专家
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及时解决了病痛，不仅免去
了奔波之苦，还减轻了经济负担。

“患者在我院就能享受到省外大医院专家
的诊治，对患者来说非常方便、快捷、有效。”据
了解，目前，该院已有多个科系与浙大二院开
展了远程会诊。当治疗中遇到难题时，针对疑
难危重病例、诊断方案复杂的病例，该院医生
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邀请对口专家给予指
导，将专家、主管医生、患者“千里一线牵”，实
现面对面交流，共同为患者完成病历分析、病
情诊断，可以获得很好的治疗效果。截至2024
年 3月，医院开展远程会诊 18例次，转诊 3例
次。

“自从跟浙大二院开展协作以来，通过远程
会诊，不仅减少了患者跨省就医次数，还增加了
我们年轻医生的学习机会，让他们在本院就可
以跟着教授、专家学习。”神经内科主任吴春苗
告诉记者，在接诊过程中如遇到疑难病例，向浙
大二院相关专家申请远程会诊时，他们既可以
与现场医生“面对面”展开讨论，又可以指导和
观察现场医生进行医疗操作，还能立即送达诊
断和治疗方案，既保障了病人利益，又有效提升
了年轻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

打破地域限制，共享医疗资源。近年来，该

院积极举办远程教学讲座，不断扩大优势学科
的辐射范围，利用远程医学信息系统、最新研究
进展和临床经验开展远程专题讲座，在传播知
识和经验的同时扩大了医院的影响力。据统
计，该院目前开展了“主动脉夹层的外科处理”

“老年创伤患者的安全体系构建”“乳腺癌患者
的全方位周期管理”“神经重症患者目标体温管
理方案实施与护理要点”“表浅型/早期食管癌
内镜诊断及治疗策略”等 22个医学、护理专题
讲座，让 100余名年轻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得
到有效提升。

远程医疗“面对面”名医会诊惠百姓

交流合作促提升 百姓看病有“医”靠
医疗资源提质促融 群众就医有保障

打响“母婴生命保卫战” 畅通“急救快速通道”

市妇幼保健院成功抢救一高危产妇
唐亚婧 本报记者 钟芷涵

远程医疗会诊现场

3月 8日上午 9时 30分，记者走进广信区
煌固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看到了王树伟医
生忙碌而充实的工作场景。刚为岭下村的冯
女士检查完身体，62岁的郑女士已在等候求
医……前来就诊的患者络绎不绝，王树伟都
一一把脉，耐心询问病史，并为他们制定了个
性化的治疗方案。

在王树伟的诊疗桌上，叠放着医疗书籍
和各种疾病证明书，墙上的锦旗见证了他多
年来的辛勤付出。每天上午，他的诊室总是
门庭若市，但他总是不厌其烦地通过把脉、检
查、询问病史等，分析病情，给出有效的治疗
方案。他说：“村民文化知识相对较低，经济
条件参差不齐，所以看病时要更加耐心细心，
争取让村民花最小的代价、最少的时间康复，
回归田地劳作。”

除了日常诊疗工作，王树伟还担任五村

村公共卫生团队长。上午看病，下午下基层，
为他所服务辖区内1000余户村民家中的老人
进行免费体检、建立档案、随访患者、送医送
药上门等，同时向村民宣传国家医保政策和
公共卫生知识，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
式，做好健康保障。通过实地调查，得知村民
劳动弯腰多、下水多，因此肩周炎、风湿病、脊
椎病、腰腿疼等病症较为普遍，他还因人而异

地提供诊断和治疗建议，为患者创造了更好
的治疗效果。他用双脚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
小道，为村民送去了健康和温暖。他说：“村
民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

此外，多年的从医经验和不断进修学习，
他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知识，加上性格随和，深
受村民们的尊敬和信赖。村民遇到疑难杂症，
小儿、老人身体不适，慢性病发作等比较棘手的
症状都会第一时间到医院找他。遇到行动不便
的患者，无论是深夜还是凌晨，他都会毫不犹豫
出诊。2019年11月16日，王树伟工作到深夜11
时刚准备休息，就接到了五村狮葛区的残疾人、
五保户王兴松的来电，说高血压又犯了，头晕严
重。他立即备好医药前往，经过及时治疗，王兴
松的症状逐渐好转，待到最后一次测量血压正
常时，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

王树伟每天接到最多的电话就是包干村

里居民的电话，上到医保怎么报销，下到感
冒、拉肚子、饮食忌口，以及说家里的药快吃
完了什么时候给他送过去等等，事无巨细。
每每接到这样的电话，他丝毫不厌烦反而心
生自豪，他说这是百姓对他的信任和认可。
在王医生身上，我们看到了医者仁心的真
谛。他的事迹在煌固镇乃至整个广信区传为
佳话。

王树伟
广信区煌固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主任、主治医师
从23岁到40岁，从上饶市人民医院中医科、内儿科进修后到煌固镇中心卫生

院从事临床工作至今，始终保持着一颗热爱工作、乐于奉献的心。十余年如一日，
他用自己的坚守和奉献，一直守护村民的健康。

他先后获得了广信区“最美基层医生”“最美医师”等荣誉称号。

村民的健康就是我的责任
——记广信区“最美基层医生”王树伟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图人物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