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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周末出诊风雨不改
只为方便患者就诊复查

“口腔虽小，但关系到全身健
康。因为喜欢，所以从来不觉得累，
也不会觉得枯燥。”30余年从医路，
身为学校和医院口腔专业学科带
头人，鲁西南地区正畸医学领域
的权威专家耿海霞，拥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熟练掌握各类口腔正
畸技术，擅长矫治青少年及成人
各种错合畸形，包括牙列拥挤不
齐、前突、前牙反合、牙间隙等。而
为不断提升诊疗技术，了解医学
前沿知识，她于2009年至2010年间
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UNC牙学
院访学，并多次前往美国、韩国等
进行学术交流。

除深耕专业领域外，开展新
项目新技术亦是她格外看中的，
在省内率先开展了微种植支抗
技术、自锁托槽技术、成人牙周
病患者的正畸治疗、成人骨性畸
形正畸正颌联合治疗、埋伏阻生

牙的开窗矫治、失败病例的二次
复治等复杂疑难病例的正畸治
疗，隐形矫治病例逐年增多。

由于口腔正畸科的患者多为
青少年学生，为方便患者复诊，耿
海霞常年牺牲陪伴家人的时间周
末出门诊，有时忙到连喝口水的
空都没有，午饭也是草草了事。每
到寒暑假学生患者比较集中的时
候，她的肩袖炎都会因过度劳累
而加重，常常疼的抬不起胳膊，就
算这样她也没有因此停过一次门
诊，为的是让有错合畸形的孩子
都能得到及时的诊治。当部分因
学业原因需转诊到外地的患者，
她更是会主动为他们推荐、联系
当地优秀的医生接诊，解决外地
学子后顾之忧。

据了解，济宁医学院附属医
院口腔门诊成立于1987年，经过
30余年的不断发展，目前科室已
经形成了口腔正畸科、口腔内
科、口腔种植科、口腔颌面外科
及口腔修复科五个亚专业。是国
际“微笑列车”项目定点医院。同

时科室引进了德国数字化电脑
控制牙科综合治疗台、Planmeca
ProMax 3D Mid牙科CT、蔡司
(Zeiss)牙科手术显微镜等先进
的口腔治疗仪器设备，开展了正
畸后二次复治、微种植支抗技
术、自锁托槽技术、显微超声根
管治疗术等先进技术，为口腔疾
病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是专家亦是良师
不遗余力培养优秀医生

身为济医附院口腔门诊主
任的耿海霞，多年来始终坚持团
队建设不松懈。她积极引进和培
养高层次人才，并每年选派科室
业务骨干赴美国、加拿大、欧洲

知名大学和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上海九院等医院进修学习，与美
国北卡大学等建立了技术交流
关系。并积极参与省级学会建
设，其科室成员目前在省口腔医
学会中有1人任副主委、5人任常
委、12人任各个口腔二级学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

在生活中，耿海霞不仅是一
名口腔医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还
是一名医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她
担任着济宁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院
长、口腔全科和口腔内科基地主
任，带领的口腔团队承担着济宁
医学院口腔医学院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及临床医学、护理专业的
理论授课、临床见习和实习带教，
以及尼泊尔、印度、巴基斯坦等留

学生的英文授课及临床实习带教
工作。2019年，耿海霞作为专业负
责人，带领的口腔医学专业被评
为山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个人荣获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
教师队伍建设专家”荣誉称号；其
负责的口腔全科基地在2019年住
培年度业务水平测试中取得全国
第三的好成绩。

耿海霞从事教学管理及临
床带教工作近30余年，在教学管
理工作中，她严谨认真，一丝不
苟，作为一名老师，她传道授业，
以高尚的医德积极地影响和教
育学生，使他们“亲其师”、“信其
道”，健康成长。数十年来，她为
鲁西南地区培养了一批优秀的
正畸科医生。

济医附院口腔门诊主任耿海霞守一种精神，做有情怀的医生

担当有为，只为守护患者自信笑容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 (记
者 孔茜 通讯员 马希鹏 )

为支持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工作，发挥其在艾滋病
防治领域的作用，国家建立社
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
日前，国家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病防治基金项目评审结果公
示结束，济宁市共有9个艾滋
病防治项目通过国家基金办
评审。

“基金项目涉及男男性行
为者干预、暗娼人群干预、吸毒
者干预和感染者关怀救助等4
个领域，覆盖5个县市区的7个

社会组织及疾控中心培育基
地，两年共获批项目经费49 . 1
万元。”济宁市疾控中心工作人
员称，无论是获批项目数还是
获批金额数均比上一轮有较大
提高，且在全省地市中位居第
二位。为促进社会组织参与，更
好地开展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
和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关怀救
助工作，济宁市疾控中心积极
动员各县市区疾控中心和社会
组织申报2021-2022年度国家
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
项目，并进行培训指导申报流
程。

据了解，社会组织参与艾
滋病防治基金项目旨在发挥社
会组织优势，扩大艾滋病重点
人群干预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和患者随访管理和关怀救助工
作覆盖面，早期发现感染者，提
高服务质量和效果，遏制艾滋
病进一步传播。济宁市将以此
为契机，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
积极性，发挥社会组织易于接
触特殊人群、工作方式灵活等
独特优势，支持引导社会组织
更好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
力争使项目工作取得更大更好
的成效。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 (记
者 孔茜 通讯员 李荣华 )

近日，全国居民食物消费量
调查项目山东现场调查工作
金乡调查点启动，山东省疾控
中心、济宁市卫生健康委、金
乡县卫生健康委、金乡县疾控
中心等部门相关负责人出席
启动仪式。今年，金乡县作为
全国的调查监测点之一，将在
12个乡村，开展人群含油、盐、
糖加工食品为主的食物消费

量调查。
“我们将采取调查员入户调

查的方式进行。”济宁市疾控中
心工作人员称，将采用非连续的
3天24小时回顾调查法、过去1个
月内食物频率法和家庭食物称
重法，调查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以
含油、盐、糖加工食品为主的各
类食物消费状况，并测量调查人
群的身高体重。其中，问卷调查
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收集，含油、
盐、糖各类食物的消费量、消费

频率、包装材料、生产加工方式
等多项内容。

据了解，食物消费量数据
是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
重要基础数据，此次调查数据
将进一步补充完善国家食物
消费基础数据库，继续夯实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基
础，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国家标准制定、食品安全
风险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持和
科学依据。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王正忠 李先
辉) 日前，时值早晨上班高峰
期，一名50多岁中年男子摔倒在
105国道路中央，情况危及，正在
上班途中的多名汶上县第三人民
医院职工合力为其实施抢救，直
至急救车赶到方才陆续回院。

早上7时40分左右，汶上县
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孔莉
莉在途径刘许铺桥南附近时，发
现一名男子倒地，赶忙停下车拨
打急救电话，考虑到早高峰时间
120急救车从县里赶来至少也要
十几分钟，医院医师杨磊便直接
下车救助摔倒的路人。当时，倒

地男子行动似有不便，走近一
看，发现受伤者血流满面，脸色
很是苍白，车子已甩在一边，整
个身子都在地上。孔莉莉、杨磊
连忙将伤者转移到公路边，其他
路过的汶上县第三人民医院职
工周洋、饶先云也赶来帮忙。

随后，杨磊对伤者全身进行
了初步的检查，并手拿纸巾对其
伤口进行擦拭，一边擦拭一边询
问伤者家庭情况，得知伤者是南
站镇南村人后，饶先云随即与伤
者的家属取得了联系。直至120
赶到现场，并与120急救员交接
清楚后，多人才放下心来陆续的
返回医院。

济宁市国家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9个项目通过评审

发挥组织优势让关怀救助更暖心

济宁市启动2020年中国居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

金乡12个乡村将率先开展

上班途中路遇男子倒地
汶上三院职工合力施救

她巾帼不让须眉，是口腔医疗领域的女将；她甘于奉献，在口腔诊
疗之路上勤奋学习、默默付出。对于济宁市知名专家、济宁医学院口腔
医学院院长、济医附院口腔门诊主任耿海霞来说，当一名好医生是她
毕生的追求，她始终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全心全意地服务好每一名患
者。如今，她还是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专委会委员、中华口腔
医学会口腔医疗服务专委会委员、山东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山东
省口腔医学会口腔医学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口腔医学会口腔
正畸分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医师协会口腔正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临床口腔医学杂志》编委。好医生、好主任……这是周围患者、同
事对她的评价。一个简单的“好”字诠释的却是不简单的人生内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张勇 程丹丹

耿海霞(中)与科室医生研讨患者病情。

本报济宁11月11日讯(记者
李锡巍 通讯员 曹红 王倩)
近期，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国预防
与控制梅毒规划(2010-2020年)》各
项工作和终期(2020年底)各项指标
的完成情况，微山县疾控中心开
展梅毒控制现场调查宣传工作，
进一步提升群众对梅毒防治知识
知晓率和预防能力。

期间，工作人员通过走访微
山县人民医院、微山湖医院、滕
南医院等，利用调查问卷和现场
咨询等方式了解梅毒预防疫情
报告人员、临床诊疗专业人员、
实验室检测人员及孕产期保健
人员对梅毒相关专业知识与技
能的掌握情况、性病诊疗机构主

动提供梅毒咨询检测服务情况
和梅毒患者接受规范诊疗情况
等。并对评估指标中的相关数据
进行收集和整理，及时准确录入
和分析数据，确保资料的完整性
和准确性，更好地实现梅毒控制
规划终期目标。

据了解，微山县疾控中心已
按照省市要求及时组建评估工作
组开展了自查评估工作，截止目
前，已完成了对城市居民、农村居
民、流动人口等400余人的手机问
卷梅毒防治知识知晓率调查，科
学评估梅毒防治效果，总结经验，
查找存在问题，为今后进一步改
进梅毒控制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预计截止11月末全面落实完成。

开展梅毒控制现场调查
提升群众防治知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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