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液在人体的储存
正常情况下，人体的血液并

不全部参与流动，而是有约
25%

储存在脾、肝和皮肤里，人们称
这些组织为人体的“血库”。它们
对生命活动非常重要，可根据需
要自动调整血液循环的血量。

脾脏：人体最大的“血库”，

里面有很多血窦， 可储存约
500

毫升血液。 当体内需要血液时，

脾脏会不断收缩，把血液挤出送
到血管中。

肝脏： 里面有个大血窦，血
管也很丰富，能储存大量血液。

皮肤：里面有大量的毛细血
管和小静脉， 平时血液流动缓
慢，人体需要时可快速释放参与
到血液循环中。 （石磊）

金牛山办事处
发放首例二孩生育服务证
本报讯（记者张勇通讯员

黄忠斌）

1

月
1

日，“全面二孩”政
策正式实施。

1

月
4

日， 节后上班
第一天，河区金牛山办事处计
生办服务大厅里，前来咨询《二
孩生育服务证》办理事宜的群众
络绎不绝。针对领证材料、办证
程序等问题，计生工作人员详细
解答，并办理了新政策实施以来
首例二孩生育服务证。

居住在该办事处飨堂社区九
组的翁洋、李秀萍夫妇，当天早早

地来到计生办服务大厅，按照新的
生育服务证办理程序，夫妇俩填好
《生育服务证登记表》，工作人员核
实了双方的身份证，即时免费给他
们发了证。当他们顺利地拿到了二
孩生育服务证时高兴地说：“新政
策就是好，程序简单，并且能当时
领到证，太感谢你们了。”

据了解，下一步，该办将继
续做好新政策的衔接，保证“全
面二孩”政策顺利实施，为辖区
居民提供优质服务。

查山乡卫生院获全国殊荣
本报讯（刘丹丹袁征）日

前，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公示
了“

2014

—

2015

年度全国群众满
意的乡镇卫生院”名单，我市平
桥区查山乡卫生院榜上有名，成
为该区第一所国家级“群众满意
的乡镇卫生院”。

为贯彻落实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精神， 加强乡镇卫生
院内涵建设，提高服务能力，自
2014

年
8

月起，国家卫生计生委

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建设“群
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活动。

2015

年
12

月，根据“群众满意的
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经过逐
级审核、 现场抽查、 公示等程
序，国家卫计委在全国

37000

多
所乡镇卫生院中， 遴选出

1300

所乡镇卫生院为“

2014

—

2015

年
度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

我市共有
4

所乡镇卫生院获此
殊荣。

□

本报记者李宇
见习记者袁野戴子翔文

/

图

新年伊始，“ 健康信阳”上线啦！

打开新浪微博，搜索“健康
信阳”，关注“健康信阳”，这即
是我们《信阳日报》健康新闻的
官方微博。您关心的，就是我们
热爱和追求的地方。 也许我们
能做的不多， 但是当你需要的
时候，我们总是在的。

“健康信阳”致力打造本地
区最具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
力的医疗健康、食品安全信息
平台， 及时为公众提供最新、

最专业、最权威的健康资讯和

养生科普知识，努力为信阳各
级卫计委、医疗卫生单位以及
其他各类社会团体做好宣传
工作，同时向公众传播卫生法
规和政策信息、 反映社情民
意、回应社会关切，传播药品、

食品安全和健康知识，接受公
众咨询、投诉和举报。

看不尽的资讯， 一切尽在
“健康信阳”。 我们期待您的参
与，携手打造属于我们的“健康
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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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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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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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亮点回眸“ 十三五”精彩展望

疼痛科的故事
“阿姨，现在感觉如何，对照一下这张疼

痛表情评分表， 你现在感觉哪里还比较疼？”

每天下午
4

点开始，市中心医院疼痛科的当班
护士们都会在查房时， 向每一位病人询问此
刻身体承受的疼痛状况， 并记录下病人的康
复情况。护士们手中的这张疼痛表情评分表，

是市中心医院疼痛科的一大创举， 浓缩了整
个疼痛科近

30

年的成功发展历程。 小小的一
张疼痛表情评分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病
人的疼痛程度赋予对应的分值， 让医护人员
随时可以掌握每一位病人的疼痛状况， 对了
解病人的病情发展和康复情况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岁末年初， 当记者走进市中心医院疼痛
科，有关这里的故事，似乎都是在不经意间被
发现，而这不经意间的背后，却是市中心医院
疼痛科全体医护人员自科室创建以来， 始终
坚持信奉的理念。 我们的故事就从一台微波
炉说起———

爱心微波炉
如今， 微波炉已成为现代家庭厨房必备

的电器之一。人们用微波炉加热食物，这已是
司空见惯的事情。眼下正值冬季，由于许多病
人家离医院较远， 家属给病人送来的早餐往
往有些凉。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个微波炉，能
把早餐热一下，这对于病人和家属而言，就是
雪中送炭。

冬日的疼痛科里， 一台普通的微波炉摆
放在那里，却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就是这台微
波炉， 不仅给病人家属拿来加热的食物带来
了热度，也给整个疼痛科带来了温暖。市中心
医院副院长、疼痛科主任吴成富告诉记者，他
们自己凑钱买的这台普通的微波炉并不值
钱， 值钱的是疼痛科所有医护人员始终把病
人的诉求放在第一位的服务宗旨。 每当病人
吃上热腾腾的早餐时， 这对于疼痛科的医护
人员而言，内心总是觉得很温暖，一天的工作
总是很踏实。

不少病人的亲属在使用这台微波炉时告
诉记者，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用上微波炉，到
了冬天，他们就担心送到医院的早餐会发凉，

病人吃了肯定对身体不好。现在不用担心了，

这台微波炉可真是帮了大忙。“作为病人家
属， 我们很感谢疼痛科的医护人员能这样体
贴，真是让我们内心暖暖的。”这是众多病人
家属对疼痛科医护人员充满感激之情的由衷
之言。

如今， 这台微波炉已经成为整个疼痛科
病人至上服务理念的代表符号。 不少病人称
呼它为“爱心微波炉”。

不成文的规矩
一杯水的力量有多大？解渴？如果是医院

的护士为你递上的一杯水， 这杯水恐怕不只
是解渴， 额外地还会为这位护士的举动所感
动。 当记者第一次在市中心医院疼痛科采访
时，也领略到了这一杯水的感动。

在市中心医院疼痛科， 有着许多不成文
的规矩，为来往的群众倒上一杯水，便是众多
不成文规矩中的一条。说起这倒水的缘故，吴
成富告诉记者，从

1987

年创建疼痛科以来，作
为河南省第一家疼痛科室，一切都是零起点。

在出去考察时， 每到一处总有工作人员主动
为他倒上一杯水。这个小小的举动，引起了他
的注意。“后来，我在我们疼痛科专门提到，能
不能向人家学习， 也为过往的群众倒上一杯
水。这个提议，得到全科室医护人员的支持。

我们的医护人员总是在百忙之余， 为过往的
群众倒上一杯水。 这一杯水代表的就是我们
疼痛科全体人员对病人及其家属应尽的关
心。”吴成富说。

轻伤不下火线； 查房时开关门必须动静
轻且小；病人的诉求第一时间予以解答，不得
拖延；为病人输液时，不得接听电话……这些
不成文的规矩， 造就了疼痛科医护人员高质
量的服务水平，也赢得了群众的赞誉。不少患
者表示，把他们像亲人一样对待，问寒问暖，

细心呵护，这是他们在疼痛科最真实的体会。

奋进中的团队
提到疼痛科的创建与发展历程时， 吴成

富感慨地说
,

团结就是力量。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 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在吴成富和他的团
队领导下，已经成为河南省重点专科、全国疼
痛临床培训定点医院， 成为信阳市第一个省
级重点学科。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2013

年，中
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到信阳市中心医院调
研，将该院作为全国临床培训定点医院。而就
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吴成富成为
2015

年“感
动中原”年度人物候选人之一。

多年来， 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医护人员把
病人至上的服务理念贯彻始终。 护士长罗华
每天总是把上小学的女儿早早地送到学校，然
后赶往医院，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由于没有
时间去接女儿放学，女儿不得不自行来到医院
等待妈妈下班； 工作细致入微的余四海医生，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四海之内皆兄弟”，病人出
院时， 他都会主动叮嘱病人相关的注意事项；

而当他们的父母、孩子过生日时，这些医护人
员为了工作，为了病人的健康，也只能在电话
中问候亲人，很难有时间陪在亲人身边。

2015

年
8

月，一位特殊的老人在家人的陪
同下来到市中心医院疼痛科。 这位老人就是
70

年前英勇奋战在抗日一线的新四军战士韦
世金。这位曾经浴血奋战的老英雄，因患严重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管狭窄症导致右腿
疼痛难忍，不能行走而入院治疗。

韦世金老人一生戎马倥偬，身世坎坷。他
幼年时父母双亡，

13

岁加入新四军参加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中又亲历孟良崮战役、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解放苏州战役……一生战功显
赫。老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哪天出生的，当市
中心医院疼痛科医务人员得知这一情况后，

出于对老英雄的敬意， 大家商量在
9

月
3

日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日子
为老人庆祝生日。当天，疼痛科的医生和护士
专门定制了一个大蛋糕， 他们还为老人带上
“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章”。 当代表抗战
胜利

70

周年的
7

支蜡烛点燃时，老人脸上笑开
了花，眼眶里闪着激动的泪花。老人表示，以
后每年都要将

9

月
3

日作为自己的生日。

韦世金老人康复出院后， 吴成富一直挂
念着他，并与老人保持着联系。吴成富告诉记
者， 老人常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当年
扛枪闹革命，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看到如今普通人家都住上了高楼， 再也不愁
吃穿了， 我们也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如
今，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们，感谢共产党，感
谢我们的好医生！”

一个敢于奉献的团队， 一个勇于拼搏的
团队，一个精诚协作的团队，是病人之大幸，

是医院之大幸，是社会之大幸。他们的付出换
来的不仅仅是闪光的荣誉， 更是群众对他们
的赞誉与感谢。 在采访中， 许多患者告诉记
者，知道疼痛科管理严格，什么都不收。等出
院了， 除了道一声谢谢， 也只能送上一面锦
旗， 表达他们对住院期间医护人员无微不至
照顾的感激之情。

“阿姨，我准备给您扎针了。扎针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疼，我会轻点给您扎。”疼痛科的

一位护士正准备给病人扎针输液。 亲切的话
语， 着实为冬日里承受疼痛的病人吹来一阵
暖风。

告别
2015

年，我们迎来了
2016

年。今年是
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
之年，是“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新的一年
里， 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全体医务人员将怀揣
始终如一的信念，尽心尽责，共同奋进，为市
中心医院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引擎， 为广大
群众的健康提供更坚强的后盾， 为“健康信
阳”的发展注入更加澎湃的血液。

图为市中心医院疼痛科医生正在询问、记录患者病情。

雾霾天，别逞强锻炼
锻炼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

体， 而在雾霾天进行户外锻炼，

这种逞强的行为显然违背了锻
炼的初衷，后果往往是健身不成
反伤身。

对很多居住在北方的人来
说，这几天可能比较难熬，因为
雾霾又来了。不过严重的雾霾并
没能阻挡一些人户外锻炼的脚
步：公园中仍有不少顺着小路跑
来跑去的市民，广场上还可见和
着音乐翩翩起舞的大爷大妈，球
场上也有追着皮球满场飞奔的
青少年……

雾霾天户外锻炼有损身体
健康的道理大家基本都懂，而且
各地政府也通过多种途径提醒
市民在雾霾天尽量减少户外活
动，但为什么还会有人在严重雾
霾中冒险“用生命去锻炼”呢？

对此，不少人都有自己的理
由。有人说，我已经养成了锻炼
习惯，每天不去户外跑跑跳跳就
浑身不舒服，不能因为一两天雾
霾就乱了运动节奏，更何况锻炼
贵在坚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刮风下雨都不能阻挡我，几天雾
霾算得了什么？也有人说，我好
不容易花钱订了场地，跟小伙伴
们约好了踢场球，要是不去浪费
钱不说，还可能失信于人。踢场

球就一两个小时，呼吸点雾霾应
该没啥大不了的。 还有人说，我
的“朋友圈”，大家天天都在晒户
外锻炼照， 这就像是我们的约
定。 要是因为雾霾就不锻炼、不
晒照，特别是别人晒了户外锻炼
照我却没晒，那多没面子！

人们在雾霾中坚持户外锻
炼的原因或许不止这些。但不管
是因为习惯， 或者因为约定，抑
或因为面子， 还是别的什么原
因，说到底，这些人都小看了雾
霾的危害，高估了自己的抵抗能
力。 换句话说， 他们有些逞强
了———觉得自己身体好，雾霾再
严重也能扛得住。

锻炼身体要讲科学，其中一
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适度。不管
是遇到雾霾天等不理想的外部
环境还是遇到身体不适等不理
想的个人状况， 逞强的后果往
往是让锻炼者健身不成反伤
身。虽然不希望再见到雾霾，但
如果雾霾再次光临时，希望所有
的健身爱好者都能为了健康收
起逞强的心，不再迈出户外锻炼
的脚步。

（摘自《大河健康报》）

□

厉衍飞

图为市中心医院疼痛科护士查房时的情景。

图为市中心医院疼痛科护士正在询问患者疼痛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