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新闻2
HEALTH NEWS

2021年7月30日 星期五

电话：（010）64621506

■编辑/陈炬

党建，是责任，是使命。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杭州市西溪医院创建于
1937年，是一家以诊治肝病、感染性
疾病为特色的三甲公立医院。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作为杭州市属唯一的新冠肺炎患者定
点收治医院，医院涌现出一批批党员先
锋模范，他们聚沙成塔、汇河为海，让党
旗在抗疫一线高高飘扬。医院也先后
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浙江省先进党组
织、浙江省抗疫先进集体等称号。

有着84年历史的医院，是如何在
党建引领下发挥感染性疾病专科优
势，交出优异抗疫答卷的呢？

学史铸魂
赓续逆行先锋如磐初心

推进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
激发党组织的内生动力。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今年，医院党委
连续组织开展了5场“庆祝建党百年、
寻找红色基因”系列走读活动，累计
500余人次参加，足迹遍及运河、西湖、
西溪、午潮山等区域。一次次寻访，一
次次触摸历史，党员们的内心深深种
下了“红色种子”，不断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博极医源，
莲心载医。”医院党委书记叶俊用一句
话概括医院的党建工作。站在“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
医院党委将践行抗疫精神，当好“为
民服务的孺子牛、创新发展的拓荒
牛、艰苦奋斗的老黄牛”，推动医院高
质量发展。

叶俊指出，我们将载体新、内容新、
模式新、方法新、形式新的要求贯穿到
近百项党史学习教育中。通过一路走，
一路学，一路悟，让党员职工探寻红色
基因，赓续逆行先锋的如磐初心。

牢记公益属性
破解医疗需求痛点

民有所呼，我有所为。作为一家

公立医院，西溪医院党委始终坚持公
益属性，坚持医院党建工作的群众立
场，以患者的满意度为试金石，尽最
大努力解决医疗需求的痛点、难点和
堵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医院党委
第一时间向全院党员干部发出倡议
书，大家纷纷请缨奔赴抗疫一线。医
院成立了3个抗击新冠肺炎临时党支
部，收到86份入党申请书。

复工复产后，医院抓早、抓实、抓
细各项工作，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常态
化管理，密切关注国内外疫情动态，
及时调整防控措施，扎紧扎牢疫情防
控网。截至目前，医院参与救治的医
务人员达710余人次，临床一线党员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达100%。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全体党员
干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初

心使命的表现。
学习党史悟初心，健康义诊暖

人心。
自2016年，西溪医院牵头与杭州

市山缘老人公寓结对以来，每逢端午
节，医护人员都会上门为老人开展健
康检查、健康宣教、制作香囊等活动，
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多年来，党员志愿服务早已成为
医院的服务品牌之一。

该院副院长胡峥毅介绍，今年是
建党100周年，医院积极响应省、市卫
生健康委组织的“我为‘七一’添光彩
百场千医”大型义诊活动，为提升居民
的健康水平，培养健康生活理念，医院
多辆健康快车开进留下社区、和家园
社区、浙江科技学院、西溪源村老年活
动中心、方家山社区星洲翠谷小区等
周边社区、学校，为百姓送健康。

补齐短板
促优势学科攀高峰

“患病15年，两次死里逃生，因为
遇上了一位好医生，我的人生彻底改
变了。”今年3月18日全国爱肝日，在
西溪医院“肝胆相照”医患分享会上，
十位肝癌、肝硬化患者从祖国各地赶
回“娘家”。肝硬化患者冯先生讲述了
自己的故事，现场将鲜花献给了肝病
科副主任金巧菲，“我有家族遗传慢性
乙肝，15年前确诊肝硬化，一发现就
是肝硬化腹水，那一年我45岁。”

初次入院，冯先生的肚子已胀得
很大，自己感觉“不行了”。在金巧菲
医生的精心医治与鼓励下，他转危为
安，顺利出院。3年后，冯先生突发肝

功能衰竭，再次被送进西溪医院抢救，
这回又是金巧菲医生救了他。两次死
里逃生，两人结下了过命的交情。

该院院长黄劲松介绍，这样的奇
迹每天都在发生，西溪医院16年前创
建了全国爱肝日公益行动，开设免费
义诊、免费检测肝功能、健康讲座、医
患分享、科普直播等活动。至今已为
万余人免费义诊、免费检查肝肿瘤、肝
功能等，成为杭州市健康行业点评与
传播活动的一张“金名片”。

协同综合共发展，促优势学科攀
高峰。为满足百姓对优质医疗服务的
需求，今年3月，西溪医院与浙江大学
医学院成功牵手，成为浙江大学医学
院的附属医院，开启了“名校名院”合
作新征程。医院中西医结合肝病学成
为杭州市高峰学科，柔性引进全国权
威专家4人，加快构筑学科高峰。

“我们的目标是补齐学科短板，
努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现代化
医院，为肝病学和感染性疾病学的能
力提升开辟新通道，带来新契机，注
入新动力。”叶俊指出，成绩属于过去，
奋斗永无止境，只有继续发扬“三牛”
精神，才能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转化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不竭
动力。

（沈文礼）

浙大医学院附属杭州市西溪医院：

党建赋能 争当逆行先锋

（上接第1版）
疟疾是我国流行历史最久远、危

害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从最早广泛
使用药浸蚊帐，到从中草药中发现并
提取青蒿素，时至今日，几代人的努力
终于取得重大成就——6月30日，中
国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

台上，被国内外同行称为“抗疟专
家”的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研
究员高琪，从事疟疾突发疫情应急处
理近40年，他主持制定多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提出的消除疟疾策略被国家
和世卫组织纳入消除疟疾技术文件。

“赴全国多省指导重症恶性疟救
治，挽救数百位危重患者的生命；赴
10多个非洲国家指导疟疾控制，先后
培训5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疟疾防
治工作者。”透过高琪的抗疟履历，与
会者见证着我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努力
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决心。

在沂蒙革命老区，有这样一位乡
村医生，他放弃留在县城工作的机会，
承担着3个村近2000名群众的健康
服务工作。他的爷爷是解放战争时期
救死扶伤的战地卫生员，父亲是踏遍
山间村落访贫问苦的赤脚医生，如今
一双儿女也考上医学类院校，一家四
代人传承着护佑百姓健康的医者天
职。他就是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院东
头镇院东头村的乡村医生张德庆。

“我庆幸自己赶上一个好时代，作
为一名新时代的乡村医生，我有着比
父辈们更丰富的医学知识、更先进的
医疗设备、更远大的为医理想。现在，
村卫生室有100多平方米，诊室、药
房、治疗室等分区而设，参保村民仅
需持身份证就能减免一半的药费。
我将接下父辈衣钵，继续发扬沂蒙精
神。”张德庆的一番肺腑之言令全场
掌声雷动。

“咱们见证了建党百
年，还要见证新中国成立
百年”

“沂水边的雕塑诉说着当年用乳
汁救活伤员的沂蒙红嫂……来到这里
就是要向革命老区人民学习！”活动现
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部原主任
成翼娟感慨道。当日上午，“中国好医
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一行前往沂
蒙革命老区医院临沂市人民医院带教
交流。

“从理念超前的医学模拟中心，可
窥见沂蒙革命老区临沂市人民医院如
今硬件设施优越。”复旦大学附属眼耳
鼻喉科医院院长周行涛认为，临沂市
人民医院可借助硬件优势，一方面，强

化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发掘远程医疗
潜力，发挥市人民医院辐射作用，推进
同质化诊疗，为患者提供诊前诊中诊
后全流程医疗服务。

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魏峰涛所
在的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就常利用远
程会诊帮助受援医院分析患者病情、
提出诊疗建议。“这对于患者来说，诊
疗效率显著提升；对于受援医院来说，
临床能力大大增强。”魏峰涛说。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
院副院长童朝晖在与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业务交流时表示，
作为一家地市级医院，未来想要寻求
更高质量发展，有待思考的问题之一
是如何协调好医教研的关系，让教学
在临床和科研之间更好地发挥黏合
作用。

在沂蒙老区崇山峻岭之间，活动
协办方之一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组织两
队专家，分赴临沂市费县、临沭县开展
义诊，受到老区人民的欢迎。

午间，“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月度人物一行马不停蹄，入户为沂蒙
老兵巡诊。

穿过狭长街巷，武警新疆总队医
院名誉院长庄仕华和大连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范蓉来
到孙永伦老人家中。孙老是身经百战
的退伍老兵，年逾九旬仍耳聪目明。

“我的病都在这里。”孙老指指自己的
双脚说。

提起老人的裤管，庄仕华发现，因
战时冻伤遗留，孙老双脚布满斑块，泛
着红肿。

“老前辈，这里痛不痛？”范蓉轻轻
按压着孙老的脚踝问道。“有时痒，有
时痛。”孙老回答。

“这是冻伤造成的局部组织坏
死。”庄仕华摆动着手掌向老人示
范，“您尝试做做屈伸动作，能够改
善血液循环。睡觉前，用温水泡脚
30分钟；睡觉时，记得把脚部略微抬
高30度……”

在另一位退伍老兵辛谦海老人家
中，老人的长女告诉专家们：“老爷子
1947年入伍，曾参与孟良崮战役、渡
江战役、抗美援朝等，身体素质过硬，
今已91岁高龄，唯独血糖控制得不够
理想。”

庄仕华鼓励老人：“人就像一部
车，行驶时间久了，总会有点小毛病，
只要发动机不坏，小修小补照样上
路。”范蓉补充道，“高龄老人血糖控制
遵循‘八九不离十’原则，血糖不超过
10，您不必过度焦虑。”

义诊结束时，庄仕华向辛谦海致
军礼道别：“老前辈，您一定保重身体，
咱们见证了建党百年，还要见证新中
国成立百年！”

在红色沃土上感悟医者情怀

□陈晓曼（媒体人）

截至7月28日24时，江苏省
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71 例，且疫情波及多个省份。
当南京还在围堵病毒时，湖南省
张家界市一家剧院又成“风暴
眼”。这提示重点地区和公共场
所，有必要重新审视疫情防控的

各个环节，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压实疫情防控责任。

据报道，本轮疫情的早期确诊
病例主要是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地
服、保洁人员，而该机场保洁业务系
外包。在工作程序、流程上，机场没
有将负责境外和境内的保洁人员分
开，日常监管缺位。更严重的是，该
机场把国际航班与国内航班由原来
的分开运营变为统一混合运营，造

成境外疫情流入，导致疫情扩散。
此外，在发现阳性样本之后，该机场
对相关人员的防控管理也不到位，
造成疫情蔓延。张家界涉事剧院当
晚观看演出者达 2000 余人，且没有
间隔坐。

不论是机场还是景区、剧院，人员
皆密集复杂、流动性大，是疫情防控重
点场所。今年年初，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曾印发通知，要求加强机场周边

等地区疫情防控，强化网格化、精细化
管理。如果禄口机场从严从细落实相
关防疫规定，就不会在疫情防控中出
现如此纰漏和低级错误。这也提示，
相关部门要加强对重点场所疫情防控
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及时补上短板，堵
上漏洞。

在疫情发生地全面排查的同时，
其他重点地区、国际机场、公共场所
等，也要汲取教训，提高疫情防控重

视程度，认真梳理学习已有防疫
规定和举措，并严格执行落地；
一旦发现病例，要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果断采取措施，将疫情带
来的影响降至最低。同时，公众
外出也要自觉做好防疫，主动配
合公共场所防疫要求。只要病
毒不消失，就不能放松警惕，麻
痹大意只会让疫情随时杀个回
马枪。

疫情杀回马枪 再敲重点场所防控警钟

□新华社记者 赵焱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获胜、获胜。
我一直在参加比赛是因为我热爱！”这
是已经59岁并且因为癌症被摘除了
一个肺的阿根廷帆船选手圣地亚哥·
兰赫在参加东京奥运会之前说的话。

兰赫和他的搭档塞西莉亚·卡兰
萨是2016里约奥运会诺卡拉17级的
冠军，当时他从癌症中康复仅几个
月。今年来到东京，已经当了爷爷的
兰赫是帆船赛场年龄最大的选手，但
他丝毫没有停下比赛脚步的愿望。

兰赫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在
1988年汉城奥运会，当时已经26岁，
不算年轻；2004 年雅典奥运会和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都获得了托
纳多级别的铜牌。北京奥运会后，47
岁的兰赫萌生了退休的念头，他的四
个儿子中有两个继承了他的帆船事
业，他打算做儿子们的教练，或者自己
去参加美洲杯帆船赛等环球赛事。

然而忽然有一天，一名阿根廷女
帆船手请求和他喝杯咖啡，并向他请
教帆船技术，她就是比他年轻26岁的
卡兰萨，卡兰萨也向他推荐了新的诺
卡拉17级比赛。

诺卡拉17级别的比赛是男女混
合船只，吸引兰赫的是这个级别扬起
风帆时船就好像在飞翔，船只有一小
部分在水里。兰赫说：“我感到能够驾
驭一只在水上飞的船非常棒，所以我
就想去学。这个项目需要关注风向，
要足够聪明。”

一个月后兰赫和卡兰萨就获得了
诺卡拉17级的世界锦标赛冠军，得到了
里约奥运的入场券。不过这时候兰赫发
现自己患了肺癌，在里约奥运开始前一
年他不得不接受手术，摘除了一个肺。

但兰赫并不悲观，他说：“很幸运
我是运动员出身。因为我们在训练时
就一直要对抗各种逆境，帆船运动更是
如此，如果你不能控制好自己就不行。
这让我将癌症看作一个现实，我必须接
受，我要活下去，我还想去里约。”

在里约，兰赫与卡兰萨拿到了金
牌，兰赫也成为阿根廷的体育英雄。

虽然得到了金牌，但里约过后，兰
赫就认为那块金牌已经成为历史，他
要去赢得更多比赛。为了备战东京奥
运会，他从2月起就在意大利和西班
牙训练，到了东京后他也克服各种困
难，保证自己的健康和训练。

28日，东京奥运会帆船比赛诺卡
拉17级的比赛开始，兰赫和卡兰萨驾
驶着他们的西尔维斯特号帆船出战，
船的名字就是兰赫不满一周岁的小孙
子的名字。

兰赫说：“以我小孙子的名字给船
命名是因为奥运会后我希望能和孙子
一起在船上钓鱼。如果我能获得奖
牌，这艘船就是一个奖励，如果无法获
得，也是我今后和孙子在一起度过休
闲时光的地方。”

在第一天的比赛后，兰赫与卡兰
萨总成绩暂列第5。今后几天，兰赫
还将继续在东京扬帆，寻找最好的风，
寻找下一次胜利。

年龄、癌症都无法打败他
东京奥运会看板

生育三孩费用
纳入生育保险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支持三
孩政策生育保险工作的通知》，提出确
保参保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
育保险待遇支付范围，各地医保部门
要按规定及时、足额给付生育医疗费
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切实保障参保人
员生育保障权益；同步做好城乡居民
生育医疗费用待遇保障和新生儿参保
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高
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积极采取管用
高效措施办法，确保三孩生育待遇政
策落实到位，主动做好正向宣传，增强
参保群众获得感。

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关小瑛捐献遗体

本报讯 记者李哲从天津市红
十字会获悉，近日，第36届南丁格尔
奖章获得者关小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在津逝世，其子女强忍悲痛，联系红十
字会工作人员，完成了她身故后捐献
遗体的心愿。

1997年，关小瑛获得了世界护理
学界的最高荣誉——第36届南丁格
尔奖。2006年7月，关小瑛完成了遗
体捐献的报名公证，志愿将自己的遗
体无条件地捐献给天津医科大学。告
别仪式现场，天津市红十字会党组成
员、副会长韩金艳为关小瑛家属颁发
遗体捐献证书，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学
工部部长、学生处处长王菁向家属赠
送感谢信，护理学院师生代表重温医
学生誓词，向护理学前辈致敬。

7月29日，消防员在重要干道排涝。当日，受台风“烟花”降
雨影响，江苏省淮安市多处道路、居民小区积水，消防员、清洁工
人、市政工人等紧急排除积水及杂物，确保市民生活秩序和安全
出行。 赵启瑞摄

全力排涝

日本新冠专家组组长
苦劝民众增强危机感

据新华社电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
专家小组组长尾身茂7月29日警告，
日本正面临疫情暴发以来“最严峻形
势”，防控的最大困难是民众对新冠病
毒蔓延缺乏危机感，这将导致疫情进
一步扩散。

日本 28 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9583例，创疫情暴发以来最高纪录。
东京都当日新增确诊病例3177例，同
样刷新最高值。

“我有巨大的危机感。几乎没有
能让感染者减少的要素。”尾身分析，
民众对疫情习以为常、高传染性变异
病毒德尔塔毒株蔓延、东京奥运会以
及暑假人员流动增加，将是导致今后
日本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尾身呼吁日本政府采取举措强化
民众危机意识，“发出比以往更明确、
更强有力的信号”。尾身提醒，有必要
努力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即使
70%的日本人接种了疫苗，很可能也
保护不了剩余的30%”。

山东省立医院成立
法布雷病MDT中心

本报讯 （通讯员王瑗瑗 记者
郝金刚）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
属省立医院（山东省立医院）法布雷
病多学科诊疗（法布雷病MDT）中心
成立。

据了解，法布雷病是一种罕见
的X连锁遗传的溶酶体贮积症，可
导致肾脏、神经、心血管、皮肤、眼等
多系统病变。该病临床表现变异
大，病情复杂多样，诊断难度大，误诊
率高，亟须临床多学科协作，以帮助
患者实现早诊早治，进行全方位的
疾病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