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
伟 通讯员 王文璐） 日前，市第一人

民医院创伤中心各科室联动，创伤显微

外科成功为一例年仅1岁半的小患儿食

指末节挤压离断伤，实施断指再植手术。

据悉，该例高难度手术在我市尚属首例。

10月4日晚上，小诺（化名）左手食指

不小心被车门夹伤，瞬间鲜血直流，其父

母急忙抱着他来到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

科，急诊医师刘金龙查看了小患者的情

况发现，其左手食指属于脱套挤压伤，指

尖大约从指甲中段被生生地挤掉，露出

白森森的指骨，掉下来的断指灰白冰冷，

毫无血色。

为防止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刘金龙

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先给孩子做了初步

的包扎及摄片。创伤显微外科主任卢建

敏和主治医师魏殷厚通过院内创伤信息

群联动，及时了解伤口情况和断指情况，

实现无缝对接，小诺被紧急送入了创伤

显微外科。

由于小诺手指血管细小，末节的血

管更是细如发丝，还是挤压伤，断面挫伤

很严重，再植手术更是难上加难。考虑到

宝宝还很小，未来成长道路上少了一根

手指对他的心理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再

植还是选择短缩后二期移植？科室救治

组通过短暂而又激烈的讨论和周密的安

排后，大家最终决定为宝宝放手一搏。

通过创伤救治绿色通道，在手术室

护士长屈晓鸽、护士曹艳锋、医师董三

星，以及兄弟科室的密切配合下，患儿以最快的速度进

入了手术间麻醉，开始了艰苦的再植手术。

面对幼儿不足0.4mm细的血管，大家的心都悬着。

外科医生在显微镜下用娴熟的技术一次次地度过了术

中难关，麻醉医生在紧急情况下保证了孩子的生命体征

平稳，现场的护士每缝完一针，都要快速地找到那根几

乎看不见的小小钢针，确保无一丢失。

2个多小时过去了，看到患儿手指通血的一刹那，大

家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手术很成功，术后小诺指腹

饱满，颜色红润。

然而，患儿的危险并没有解除，术后一周内仍属于

危险期，因为稍有不慎血管容易痉挛堵塞，导致接上的

手指坏死。对于成人来说，需要严格卧床1周，并应用活

血化瘀药物，但对于年仅1岁半的小诺，既无法让他严格

卧床，又不能应用活血化瘀药物来预防，只能依靠术中

过硬的缝合技术以及创伤显微外科医师护理团队的精

心呵护、密切观察，来帮他渡过难关。经过5天细致入微

的观察治疗，小诺顺利度过了危险期。

据魏殷厚医师介绍，对于吻合小于0.5mm血管的技

术，国际上叫作超级显微外科（supermicrosurgery），急诊

手术的成功，过硬的技术和高效流程缺一不可。下一步，

我们会以创伤中心建设为契机，向更高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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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天，伴着改革开放的第一缕春

风，19岁的陈天存在高中毕业后，主动要求到

偏僻的山区大峪镇下焦小学任教，把自己最

宝贵的青春年华献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自

参加工作以来，陈天存一直坚守在下焦小学，

整整工作了40个春秋。

山乡孩子的“领路人”

扶贫先扶智，陈天存深知这个道理。为了

让山村孩子们有更好的出路，陈天存认真备

课，上课之前总是查找各种资料，精心备课，

做到“没备课不上课”；课中认真讲课；课后认

真写反思，平时挤时间钻研学习。

刚参加工作那年，学校让他带一个普通

班的班主任。学生纪律差，学习成绩不好。但

陈天存毫不懈怠，精心备课讲课。结果，这一

年的期末考试语文人平分与成绩赶到中上

等。这个班也多次被评为“优胜班集体”。平

时，陈天存积极研究《教育学》《心理学》，不断

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关爱一切的学生，关注学生的一切，一切

为了学生。在平时的教学中，陈天存用自己满

腔的爱去关心、尊重学生，耐心细致地指导学

生。他还特别关注学困生、性格怪僻学生，根

据学生不同的特点去做学生的思想工作。

班里有一个学生调皮贪玩，性格孤僻，喜

欢与老师作对。陈天存多次找他谈心，进行理

想前途教育，还多次写信与他沟通。后来，这

位同学转变很大，尊重老师，性格开朗许多，

认真刻苦学习，最后走进了大学的大门。

7岁的学生小王父亲双眼失明，母亲弱

智，家庭十分困难。3岁时小王就跟着陈天存

到学校上幼儿园。陈天存就天天背着小王上

学，风雨无阻。四年来，陈天存一直带着小王

到校学习。平常，陈天存把他带到家里吃饺

子、油馍，亲戚们送来糕点，陈天存也经常给

小王留一份。这份深情厚谊，让小王的父亲非

常感动，见人就说：“陈老师真是好人，真的感

谢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陈天存还积极投身于教研、教改，潜心研

究教材教法，大胆进行实验教学改革，锐意进

取，不断创新。近年来，他撰写的教育教学论

文获得平顶山市教育局、市教体局表彰。他还

荣获“汝州市文明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

称号。

留守儿童的好“保姆”

下焦村地处禹州、汝州交界处，距离大峪

镇镇区30多里路，这里地处偏僻，山高林密，

群众生活贫困，是省定贫困村。在下焦村，许

多青年人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老家，陈天存

就成了这些孩子的“保姆”，主动担负起照顾

留守儿童生活的责任。为了让贫困山区的孩

子不失学，他的足迹踏遍了这里的每一个村

庄。

在学校工作中，陈天存视学生为自己的

孩子，尤其是小学生，年龄小、生活自理能力

弱，点点滴滴，教师们都得操心。

为了让孩子们能喝上一口热水，吃上一

口热饭，几十年来，陈天存坚持到离学校1里

多外的水井里挑水。一担水有80斤重，一天两

担水，他一挑就是30多年，不知道有多少孩子

喝过他烧的开水，吃过他做的饭。回忆起这段

日子，他说：“寒冬腊月天，滴水成冰，不知道

在陡坡处跌倒多少次，胳膊跌破流血了，疼得

直冒冷汗，冻得牙齿直打架。可是想想孩子们

的难处，就咬着牙继续坚持挑水。”

近年来，孩子们的家长有进城务工的、有

父母离异的，学校里的这些“留守孩子”由于

远离父母、远离亲情，对他们的健康成长造成

了一定的影响。有的父母半月或一个月给家

中打一次电话，有的半年联系一次，相当多的

外出打工者一年才返家一次，甚至有的父母

常年在外不回来，单纯认为给孩子吃饱、穿

暖、满足孩子的各种需求就可以了，忽视与孩

子的心理沟通与交流，导致孩子对父母很陌

生，亲情关系出现了障碍，孩子的人生观、价

值观也发生了不良的改变。

为此，陈天存给学生分组，利用微信等形

式，让学生每星期一、三、五的阳光大课间活

动与家长联系，汇报他们在校的情况；平时，

利用体育课给他们一起玩游戏，和他们分享

开心的事，诉说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以及怎样

克服困难等；每个月给班上的孩子每人买一

份礼物，并找到激励他们的理由。使每个孩子

都感到老师的关心。

有一次，当他听说一名学生辍学后，立即

连夜走了十几里山路赶到学生家里，劝说家

长让孩子回校学习。陈天存还多次从自己微

薄的工资里挤出钱来，为贫困的学生交学费、

买学习用品。

陈天存心中始终记着这样一句话：做学

生生活中的母亲，错误中的大夫，交往中的挚

友。在他教书育人的时光里，不但取得了家长

的放心，也让学生更有了学习的动力，他所带

的班级班风正、学风浓。

亲朋好友眼中的“负心人”

对学生的爱多一点，对家庭的爱就少了

一点。在2013年，陈天存的妻子突然得颈椎

病，手脚不能动。当时他正赶上期末考试，工

作忙。陈天存没有向学校请假，只是麻烦姐

姐、妹妹去城里照顾一下妻子。直到现在，妻

子的病情还很严重。陈天存的母亲年纪大了，

体弱多病，他总是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为母

亲看病，平常让妻子和姐妹们照顾老母亲。

陈天存说，有时想一想也很愧疚，觉得对

不起家人。但转念一想，学校是大家，学生不

也是自己的兄弟姐妹，自己的家人吗？

谈及今后的工作，陈天存说，他要继续改

善不足，发扬优点，生活在山区，扎根在山区，

为山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伟伟

陈天存：山乡孩子的“领路人”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郭延伟
董仕娟）“活动办得真好，脑卒中是老年多发

病，之前我都不知道什么是脑卒中，也不知道

怎么预防、控制、治疗，通过市人民医院的这次

义诊，不仅了解了自己的健康情况，还学习了

脑卒中的基本知识及预防、控制方法，这样的

义诊活动非常接地气！”在市标工人文化宫游

园，前来义诊的群众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为帮助市民有效预防和控制脑卒中，10月

29日，市人民医院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领导

下，联合全市16家医疗单位在市标工人文化宫

游园举办“世界卒中日”健康科普及大型义诊

活动。

义诊现场，整齐摆放着预防卒中的知识展

架、宣传图册。医护人员为群众免费测量血压、

血糖，并对检测结果及患者的身体状态进行卒

中风险评估，针对他们提出的疑问一对一解答。

市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医护人员还自编自

演情景剧《生死时速120》、歌舞《卒中之歌》，用

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市民普及脑卒中知识。

此次义诊宣教活动共发放脑卒中健康宣

教资料350余份，前来咨询的人数达400余人。

又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10月

29日是第14个“世界卒中日”，今年的宣传主题

是：“预防为主，远离卒中”，宣传口号为“远离

卒中，从健康生活开始”。

为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远离卒中，当天，市

骨科医院卒中中心在市标工人文化宫游园举

行“世界卒中日”大型宣传及义诊活动，提高广

大民众对脑卒中的早期识别和自救能力、普及

脑卒中科普知识。

现场，医务人员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

糖，发放脑卒中宣传材料等，倡导群众“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参加此次

宣教活动的群众约有200余人，发放脑卒中宣

传彩页1000余份、中风120宣传页500余份、医院

宣传手提袋400个，免费测血糖60余例，测量血

压100余次。

1、什么是卒中？
脑卒中（也叫作脑中风）是一种常见的“脑

血管病变”，归属神经内科的范畴，是指脑血管

发生了“堵塞”或“破裂”，导致血液不能正常流

入脑组织。脑卒中包含两种：缺血性脑卒中（脑

梗死），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

2、哪些人容易患脑卒中？
一个人出现的危险因素越多，发生脑卒中

的概率就越大，因此预防的关键点就在于筛查

“危险因素”。常见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

血糖、心脏疾病、肥胖、酗酒、抽烟等，尤其是高

血压。这么一看其实与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有很大重叠，言外之意若能合理规避这些危险

因素，就可以降低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3、脑卒中如何预防？
脑卒中的预防要以“健康四大基石”为主

要内容，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

理平衡”。

日常生活行为应注意：

（1）注重合理膳食，每日食盐摄入量不超

过5g，减少摄入富含油脂和高糖的食物，限量

食用烹调油,每天饮水要充足。

（2）酌情量力运动，以大肌肉群参与的有

氧耐力运动为主，如健走、慢跑、游泳、太极拳

等运动，活动量一般应达到中等强度。防止过

度劳累、用力过猛。

（3）克服不良嗜好（吸烟、过量饮酒、久坐

等）。

（4）注意气候变化、保持情绪平稳。

（5）老年人应防止过快改变体位，避免便秘。

（6）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发现问题早诊早治。

4、脑卒中如何治疗？
脑卒中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引起多种脑功

能障碍，给患者、家庭乃至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

随着医疗质量的不断改进，脑卒中死亡率逐渐下

降。脑卒中最为关键、有效的治疗措施是溶栓或

手术取栓，治疗及时到位可在一定程度上疏通淤

堵的脑血管且效果不错。溶栓的手段有多种，目

标核心则是一致的———分秒必争。

预防为主 远离卒中

市人民医院、骨科医院举办“世界卒中日”大型义诊活动

常听人调侃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

村。”
但是，真正回到了农村，却不一定能感受

到农村的淳朴，反而还会有一些陈规陋习，让
人真心爱不起来。

比如，让人“娶不起”的天价彩礼，让人“死

不起”的豪华丧葬，让人“还不起”的人情礼金
等不少问题。

农民的日子再富裕，乡风不好也白搭。咋
办？

近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等部门在国新办召开发布
会，介绍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
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并就上面这些问题进行
了针对性的回应。

农村陋习真的有治了？一起看看———
天价彩礼“娶不起”

现在，农村娶个媳妇要花多少钱？
可能各地有不同的标准，但这些词你可能

多多少少都听过———

“三斤三两”：按照百元人民币重量计算，

彩礼大概在13万至15万元之间；“万紫千红一片
绿”：万张5元钞票，千张100元钞票，50元的钞票
再撒满一片，大概在18万元左右；“一动不动”：
“一动”指的是10万元以上的小轿车，“不动”指
的是12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总共四五十万元，

只多不少。
这只是彩礼，还不包括结婚的其他花销。

在农村没点家底，真是娶不起。

豪华丧葬“死不起”
“孝”是一种美德，但如果只把“孝心”放到

父母亲的丧事上呢？
在农村一些地方，就有这种“薄养厚葬、大

操大办”的陋习。在这种风气下，为了彰显孝子
贤孙的孝心，丧事也有攀比之势，甚至是硬着
头皮大操大办。

据了解，某些地方的农村丧事花销不少。
一般丧事最少要3天，要请道士和尚做法事，要
请乐器队或者歌舞团，还要管前来吊唁的亲人
和帮忙邻居吃喝……整个一套下来，少的花个

三五万元，多则十几二十万元。

让很多人感叹就连死也死不起！

人情礼金“送不起”
乡村要有人情味，但不能让农民背上人情

债。
根据农业农村部搞的驻村调查，农民现在

消费第一支出就是食品。在过去，看病支出排
在第二位，但现在很多农民家庭第二支出就是
人情礼金。

都有哪些礼金呢？
如果说婚丧嫁娶等大喜事，送礼金也情有

可原。但现在比如幼儿满月、小孩升学、乔迁新
居统统都要收礼金，有的甚至家里母猪下崽都
要请客收礼。而且，礼金标准也在不断增加。一
般都要200元至500元左右，关系相对紧密的亲
友礼金标准要上千元。

随着人际关系范围扩大，礼金范围也在扩大。
逢年过节，大几千的支出，让很多人承受不了。

几个大招一起上
治理几个“不起”，还要什么招都有。在发

布会上，相关负责人就提出了三招———
第一招，制定规则。通过村民讨论制定村

规民约，靠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
会，对红白喜事采取约束性措施。

第二招，严厉整治。加强对农村婚介机构
和农村“媒婆”的管理，重点整治利用婚丧嫁娶

敛财等违法犯罪行为。
第三招，完善法律。只靠村规民约还不

行，还得加快推动相关法律完善。前不久，民
法典草案三审稿家庭编，就增加了树立优良
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等
条款。

除了治理，还要宣传引导。引导农村青年
抵制高额彩礼，创新农村婚丧宴席举办方式，
明确服务项目、收费标准和服务承诺等，防止
大操大办、浪费攀比。

神通广大的网友们，你们还听说过哪些陈
规陋习？又有哪些治理的高招妙招？都一起唠
唠吧！

来源：《经济日报》

“娶不起”“死不起”“人情还不起”……早就该治了！

邱斌昌，就是由县里直接招过来，担任油泵油嘴

厂厂长的。他来正定以后，关系直接挂到我们乡镇企

业局和工业局。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还在这里干，

后来他就在正定县退休了。

郝月普，是个“土专家”。近平不拘一格，把他直

接邀请到我们县里办化工厂。

梁士冲，这是经我手引进的一位同志，他原来在

北京炼油厂工作，来到正定以后，挂靠到乡镇企业

局，在正定办了诸福屯编织袋厂，后来也是在正定退

休的。

以这些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在近平的感召

下，很多人在正定扎了根，一直工作和生活下来，为

正定的繁荣发展奉献了半辈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采访组：您曾与习近平同志搭班子工作，他离开

正定以后，您也担任过正定县委书记。请谈谈他的工

作对您本人的影响。

王玉廷：1988年，我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我上任

以后，主持正定县全面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近平的

思路搞。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受益很大。

在班子建设方面，我向近平学了很多经验。我当

县委书记的时候，河北省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

年在省委党校办全省的县委书记学习班。这两年，我

们都介绍了正定的先进经验，一次是基层组织建设

的经验，一次是学习型县委领导班子的经验。这些，

其实都是近平留下的经验或是在他启发下形成的经

验。

荣国府的建造、大佛寺的重修、正定乒乓球基地

的建设，这些都是近平任上主抓的项目，在他走了以

后才正式完成。

近平在正定的时候，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地区

和省里的先进典型。1990年，正定县被评为河北省经

济“十强县”，我当时是县委书记，感到很光荣。但实

话实说，我完全是按照近平过去定的工业兴县、旅游

兴城、农业特色基地等等这些路子走下来的，所凭借

的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基础，都是近平打下的。

（未完待续）

市人民医院义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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