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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护士服就是急救先锋
与时间赛跑抢救急症患者

机动性强、工作强度大、应
对急症多是多数人对急诊的认
识，但对于入职济宁医学院附属
医院4年，3年多都在急诊岗位的
90后曾辉来说，他看重的更多地
是抢救病患的意义和价值。

“干急诊就要‘稳准狠忍’。”
在曾辉看来，急诊作为帮助急重
症患者与死神博弈的先锋，无论
是心态还是技术都要求相对严
格。而所谓的“稳、准、狠、忍”则
实为遇事心态稳、操作技术过
硬、自我要求严格、舒缓患者家
属情绪，每个字的寓意都是做好
急救工作的基石。

而面对每日复杂多变的急
症与机动性的诊疗时间，让曾辉
觉得极富挑战性。“我们不知道

推开门，这个患者是什么病，根
据他的组数及病情情况，我们要
在第一时间调出相关病症的诊
治流程。”他称，每类病症的治疗
都有着不同的固定流程，待准确
判定患者病症后，头脑便会迅速
开启搜索功能，快速闪现对应病
症抢救流程。如果是心衰的，便
要进行心肺复苏。所以，每个人
每一步的精准实施，都是后续抢
救工作实施的保障。每一秒都显
得弥足珍贵。

“对于急诊的男护士而言，
一定要掌握的知识全面些。”为
此，曾辉时常“逼迫”自己去学
习，一有时间，他便会翻看相关
书籍或在网上进行内容搜索。有
时还会在科室内部总结会后，根
据患者的病情共性，去摸索发病
原因，研究药物原理，以为日后
能更快发现患者患病原因，以便
快速进行抢救。

手持快板便是科普宣传员
想让更多人掌握急救知识

身 穿 护 士 服 ，是 急 救 先
锋，而热爱曲艺的曾辉，换上
常服后则是一名曲艺发烧友。
因为喜爱，从高中起，他便自
学起了快板，从传统段子到花
式打板，手眼身法步从手持快
板的那一刻早已练的有板有
眼，每个动作都散发着阳光与
自信。

日常生活中，除传统曲艺桥
段的演绎外，从2016年起，他即
开始了创作，将传统曲艺形式与

所学专业相结合，以智趣幽默的
方式，进行健康科普宣传。而在
题材选定上，他也有着自己的考
量与想法。“心肺复苏及高血压
等慢性病，是生活中最为常见
的，用曲艺段子的呈现方式，会
让大家更好接受些。”曾辉说，以

《三减三健》为例，便是以三句半
的形式，将慢病预防的小常识进
行诠释演绎，既让听众听得懂，
还能记的住。而为使科普宣传更
具说服力，他还将医院救人事迹
进行改变融合，将心肺复苏的流
程编入其中。

为使更多人了解科普内容，
身为济宁市曲艺家协会成员的

他，还时常利用休息时间走入社
区进行演出。“之前有个大妈在
急诊，估计是看过我的演出，一
眼就认出我来了。”曾辉说，当时
端着盘子正准备打针的他，瞬间
感觉到压力，担心患者会产生对
他专业的质疑。但当一系列技术
操作完成后，面对患者的肯定，
他感觉一切都是他继续努力的
动力。

经过岁月的积淀，每个夜晚
的伏案书写的科普宣传作品，不
仅荣获2018年山东省科普大赛
二等奖等多个奖项，还时常受邀
进行巡演，让更多人了解科普，
学会急救方法。

开栏语
护理工作者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因为有了他们的呵护，面对疾病，人们不再茫然若失，健康永随成

为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他们如春风般，吹散患者心灵的阴霾；用勤劳和智慧点亮了生命，温暖了岁月。在第109
个“5 . 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齐鲁晚报推出“青春正能量”融媒系列报道，用笔和镜头讲述他们的故事，用
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护理工作者开拓创新，勤奋工作，为济宁卫生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师曾辉

急症患者的急救先锋，用心守护生的希望
文/图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孔茜 见习记者 康岩
通讯员 马澍旸

2020年，是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护师曾辉从医之路的第4
个年头，在他心中“抢救一个人，就是挽救一个家庭”，每一次的全力
以赴只为给予患者生的希望与活的权利。从急危重症专业的学生到
一线抢救患者的男护，身份虽随着时间而转变，但不变的是那份救
死扶伤的初衷。而在生活中，他亦是精神充沛、活力四射，善用手中
纸笔书写医学科普段子，乐用快板说给众人听。无论是身穿护士服
还是演出服，他都是自己舞台中的主角。 从到岗的

那 刻 起 ，

曾辉便如

陀螺般一

刻不停。

本报济宁4月20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渠慎稳) 日前，中国疾

控中心对2004-2019年全国死因登记
报告工作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济宁市疾控中心被评为先进集
体，慢性病防制科许文青、尹晓彤两
位同志被评为先进个人。

居民全死因监测是反映了当地
居民健康状况和社会卫生水平的重
要指标，能有效地评价当地社会经
济、文化教育、卫生服务状况等对居
民健康的影响。济宁市疾控中心自

2010年在全市启动居民全死因登记
报告工作以来，不断完善慢性病监
测系统，开展了死亡登记报告工作、
死亡漏报调查、人员培训、技术指导
等系列工作，不断探索重点慢性病
监测的新思路。

中心专设慢病监测报告工作小
组，负责死因监测工作实施及质控，
将慢病监测工作列入重点整改内
容，近几年济宁市居民死亡报告率
及报告质量均较往年稳步提升。同
时加强与公安、民政、妇幼、医保等

部门间的合作，实现慢病监测报告
信息的互联互通，及时补充完善全
市慢病监测报告数据，确保慢病监
测报告工作质量达到省市要求，为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落实提
供数据支持。

为加强数据利用，做好死因分
析，市疾控中心每年撰写《济宁市慢
性病监测技术年报》，分析描述全市
居民死因的三间分布特征，居民死
亡疾病谱变化等内容，为政府决策
提供依据。

本报济宁 4月 2 0日讯 (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田晓媛 ) 4月26
日是第13个“全国疟疾日”，主题
为“消除疟疾控新冠，同防输入再
传播”。2020年是中国实现消除疟
疾目标年，及时发现、报告、诊断
和治疗输入性疟疾病例，防止疟
疾输入再传播，是实现消除疟疾
的关键。

疟疾俗称“打摆子”，是由疟原
虫寄生于人体引起的一种可防可治
的乙类传染病，主要症状为发冷、发
热、出汗、全身酸痛等，可伴有呕吐、
腹泻、咳嗽，重症患者还会出现昏迷

和休克，如不及时救治，可危及生
命。它通过蚊子叮咬或输血传播，一
般来说，人感染疟原虫到发病的潜
伏期大约为9～14天。

济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醒，市民在出境前需了解所去地区
的疟疾流行情况和相关预防疟疾
所采取的措施(其中非洲、东南亚
为疟疾高度流行区)，以便及时做
好防护准备。或向出入境检验检疫
机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以及
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咨询境
外传染病疫情和防治知识。在国外
期间要尽量避免蚊虫叮咬，且禁止

疟疾患者献血。如若感觉有发冷、
发热、出汗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就
医，就医途中做好个人防护，佩戴
医用外科口罩。

回国入境时，如果感觉到自己
有疟疾典型症状时，应及时向口岸
检验检疫人员申报，以便得到及时
救治。回国后，仍要密切注意自己的
身体状况，一旦出现疟疾典型症状，
要立即到医院就诊，并主动告知医
护人员自己的的国外旅居史、发病
史，尽快得到精准诊治，若错过最佳
治疗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重症疟
疾会严重危及生命。

济宁市疾控中心多形式探索创新之路

荣获死因登记报告工作全国先进集体

及早发现、诊断治疗，实现消除疟疾目标年

踏出国门，警惕疟疾

本报济宁4月20日讯
(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
启 杜岐杭) “杨大爷您
好，这是您昨天健康查体
的体检报告。”日前，汶上
县刘楼镇卫生院的家庭医
生付杰来到辖区内梁村杨
尊才老人家中，为他送来
了健康查体报告和健康扶
贫明白纸。

杨尊才老人今年68岁，
是刘楼镇的精准扶贫人
员，也是高血压慢性病患
者，签约的家庭医生付杰
会定期到老人家中，为其
测量血压、指导用药，建立
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健
康扶贫工作，汶上县刘楼卫
生院积极响应县卫健局工
作安排部署，疫情防控与健
康扶贫并重。贯彻健康扶贫

各项工作指示，深入贫困群
众家中进行健康扶贫服务。
刘楼卫生院通过责任分工，
采取“一对一”的服务形式，
高效有序的推进健康扶贫
重点工作。

由院领导带领临床大
夫，整理、完善贫困家庭慢
性病患者病历资料，审核
后为其办理慢病卡。抽调
全科医师、公共卫生医师
和乡医，组成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并由专人，进村入
户履行签约协定，为贫困
人口提供细心、周到的健
康体检、健康咨询、健康指
导和疾病查治等医疗服
务。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入
户随访，贫困人员分批次
到卫生院体检，确保辖区
内每一位贫困人员都能得
到优质的卫生医疗服务。

签约医生入户送上健康大礼

让贫困群众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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