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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旬老人雨中晕倒 路过医生紧急施救

10

月
21

日上午九点半左右，

天气阴冷，雨还在不停下着。在信
阳市中心医院的停车广场上，

76

岁
的陈凤秀在女儿和女婿的搀扶下，

缓缓走向门诊楼。突然，老太太晕
了过去，瘫倒在地，不省人事。见此
状，两人抱着老人，不断地大声呼
叫，可老太太仍是毫无反应，女儿
刘玉只能大声呼救。周围聚集的围
观群众越来越多，可大家都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该怎么办？

就在家属束手无策、 万分焦
急的时刻， 呼救声引起了从一旁
路过的心血管医生陈昭�和徐杰
的注意。 当时， 徐杰医生没有多
想，就赶紧跑到老人身边，先摸了
一下老人的颈动脉， 发现没有搏
动，老人丧失了意识，呼吸微弱。

于是她立刻拉开老太太的衣领，

淋着雨、跪在满是雨水的地上，俯
身为老人进行心肺复苏按压。而

陈昭�医生则立即跑向急诊科求
援。随后，路过的保健科医生姜才
宁也加入到抢救当中， 与徐医生
一起进行心肺复苏。

大约
5

分钟后，陈医生与急诊
科的急救人员推着转运车赶来，

大家迅速协力将老人抱上转运
车，送入急救室。经过抢救，老人
恢复了心跳和呼吸。 老太太现在
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但还没有完
全脱离危险期， 还在重症监护室
观察当中。

老人的家属对几位医生的及
时救助表示感谢。“这都是我们医
生该做的事，是医生的职责所在。

作为医生， 我们最有成就感的事
情莫过于看到病人在得到救治
后，恢复健康。”徐杰说。

陈昭�介绍说， 心肺复苏术
又称

CPR

，就是当病人停止呼吸和
心脏骤停时， 用人工呼吸和胸外
按压进行抢救的一种技术。 当人
在心脏病、溺水、车祸、药物中毒、

高血压、触电、异物堵塞时都会导

致心跳骤停，呼吸停止，均可用心
肺复苏术来抢救。 如果轻拍病人
肩膀并大声呼喊， 同时以食指和
中指触摸其颈动脉搏动， 二者均
无迹象

,

就表明该病人出现了心脏
骤停， 这个时候应立即实施初步
急救和复苏，并且时间越早，病人
存活的几率越大。

陈昭�告诉记者，心脏骤停后
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

4

至
6

分钟。

“如果发生紧急情况， 再挂号办手
续，肯定是来不及的。如在黄金期
内得不到及时抢救，那么就会造成
患者脑部和其他人体重要器官组
织发生不可逆转的损害。” 而一般
从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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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急救车抵达基本都超
过
6

分钟， 因此对心脏骤停的急救
措施必须在救护车抵达前就展开。

正是几位医生现场紧急进行
心肺复苏， 为老人的生命延续赢
得了宝贵的时间。 广大市民在日
常生活中也应该学习一些急救常
识，关键时刻能够救人一命，或者
被救。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需要相互理解支持

“希望社会大众对医生能够多
一份理解与宽容， 多一份关心与支
持。没有一个医生不想自己的病人尽
快恢复健康。 有了大家的理解和支
持，我们就是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陈昭?医生在采访中对记者说。

医疗卫生事业保障着人民群
众的健康，因此医患关系是社会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医患
关系是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医疗
纠纷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医疗问
题，已经演变为社会问题。

患者及家属对医生的不信任
已经成为现今医患关系中的突出
表现。 而原本是就医与救治的单
纯关系， 在某些时刻骤变成极端
的“致命关系”。

其实， 很多患者不了解医生
的工作环境， 医生这个职业有很

多不容易的地方， 全年都没有完
整的休息时间， 经常会在半夜接
到急诊电话，赶往医院。

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 医护
人员是关键。 医护人员要具备良
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技术， 要理
解和尊重患者，学会和患者沟通，

注意医务人员的形象和礼仪。同
时， 患者的理解和包容是构建和
谐医患关系的核心。 医患关系和
谐与否，涉及医患双方，单靠医护
人员的努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患者
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医生这一职
业。不少患者看待医院、医生，缺乏
承担风险的意识，对医疗效果的期
望值过高，不少医疗纠纷就因此而
起的。 只有医患之间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多一些将心比心，才能真
正实现和谐的医患关系。

古稀老人照顾瘫痪在床老伴儿15年不离不弃———

结婚 50年 陪你走到老

提起那场车祸，

71

岁的赵金珍
老人表情凝重。

15

年前的一场车祸
彻底改变了丈夫杜功臣的生活，更
改变了她的晚年生活。“老头子的
命差点没了， 头上撞出两个大窟
窿，医生都让放弃治疗

,

救活也可能
是傻子。” 陪着丈夫在医院住了

26

天后，在肇事者逃逸无力支付医药
费的情况下，赵金珍毅然将丈夫杜
功臣带回家护理。

从起初的昏迷不醒到后来能
说话，从躺在床上不能动到扶着能
挪步，杜功臣在妻子的护理下曾一
度好转。尽管说的话是意识不清醒
的胡言乱语，走路要靠妻子和拐杖
一起帮助，赵金珍老人仍然觉得宽
慰。“有个伴儿总比没有好。既然是
命，那我就认了，我来照顾他！”

日子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和
大多数颐养天年的老人不同，生活
每天都考验着赵金珍。

在家中靠南的房间里，有一个
护理床， 床头摆放着一个单人床。

护理床是杜功臣每天躺着的地方，

单人床是赵金珍夜晚休息的地方。

从杜功臣
59

岁那年被摩托车撞伤
后，

15

年来， 赵金珍老人没有睡过
一次安稳觉。“每天夜里我都要竖
起耳朵，他有一点动静我就起来看
看，我怕他尿床，怕他被子掉了，怕
他犯病……”因车祸受伤，脑部做
过手术， 杜功臣落下了手术后遗
症———癫痫，虽坚持吃药，仍然时
不时会发病。

申城阴雨绵绵的天气里，阳
台上挂满了尿布， 与家里干净整
齐的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
赵金珍老人最无奈的不是每日跟

时间赛跑一般忙碌的生活，而是天
气不好，终日不干的尿布。“我每天
买菜出门都是一路小跑，家里没人
我不敢耽搁。最害怕的就是他在床
上大小便，想过很多办法，但是因
为他胳膊会动，弄好的尿布他会扯
掉。这两天他有些便秘，用开塞露
没效果，昨天下午我去肛肠医院找
医生，医生说也只能用手，我就用
手……”每天像伺候一个襁褓中的
孩子一样伺候着老伴儿，赵金珍老
人每天的生活像打仗一般。

从今年端午节起，已经
74

岁的
杜功臣就无法下床了， 以前能扶着
坐藤椅，现在的他，只能躺床上。见
到记者，老人在床上点了一下头，表
示打招呼。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他的
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 那个十几年
来被老伴儿坐出几个大窟窿的藤椅
被丢掉时， 赵金珍心里真有些不舍

得，就像和自己一起战斗的伙伴，突
然就用不上了，也没法用了。

“有时候突然想哭， 别人就问
我，‘你那么坚强哭什么’， 我说我
也不知道，我就是想哭。”赵金珍知
道，和杜功臣一样变老的还有她自
己，可是偏偏以前能下床的丈夫在
她也变老的时候就不能下床了。

“他本来就是一米八的大个子，我
弄不动他了。有一次，我俩都摔倒
在地上，家里没人，我就慢慢挪，慢
慢挪，先弄到板凳上，再往床上拽，

用了一个多钟头，才勉强爬起来。”

照顾瘫痪在床的病人，本就是一件
体力和耐心双重挑战的重任，更何
况对于一个

71

岁的老人。

在杜功臣老人身边始终响着
一台唱着戏曲的老式收音机。“他
能听到，就是说不清楚。”怕老伴儿
无聊， 赵金珍每天给杜功臣听戏。

“我是怕他变更傻， 虽然他早就不
认识我了，只要他活一天，我就陪
着。”赵金珍说。不给孩子添负担，

不让老伴儿受痛苦，年过古稀的赵
金珍始终无怨无悔地付出着。老人
的大儿子因病去世，小儿子身体不
好，二儿子又离得远。“我不想让孩
子为我们操心，老头子有我就可以
了，我还能坚持。”赵金珍说。

“今年是我们结婚
50

周年，居
委会和志愿者带着蛋糕给我过节
日。我真的感动得想流泪了，活这
么大年纪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蛋
糕。” 提起居委会主任杨澄带着志
愿者给自己过纪念日，老人感动得
一度哽咽。“赵大妈年纪这么大，家
中有特殊病人，她坚持照顾老伴

15

年，不离不弃，无怨无悔。我觉得是
我们社区应该学习的典范。” 鲍氏
社区居委会主任杨澄说。

相关链接
心肺复苏的步骤：

第一步：判断情况，紧急呼
救

如果发现有人突然倒地昏
迷，首先在确认现场安全后，应
轻拍其肩膀，并大声呼喊其姓名
或询问状况。 如果他已丧失意
识，应要求周围救援者或他人拨
打急救电话

120

，同时，对其进行
心肺复苏。

第二步：胸外按压
1.

将伤者仰卧于坚实的平面
上，将右手食指与中指沿着肋骨
边缘滑至胸骨下端的剑突位置；

2.

将左手掌根部贴紧右手食
指，定位按压位置；

3.

将右手掌根部放于左手的
手背上方，双手掌根重叠，十指
相扣。下方的手指翘起，不能触
及胸壁；

4.

按压时，身体前倾，手臂
伸直，双臂与胸骨水平垂直，用

上身的力量将患者胸骨用力向
下按压。

第三步：开放气道
将伤者姿势摆正为仰卧位

置， 救援者应位于伤者右侧，以
方便施救。救援者，先用纸巾等
清理伤者口腔分泌物，保证气道
通畅；将左手掌根轻压于伤者额
头，并用右手食指与中指将伤者
的下巴轻轻抬起。

第四步：人工呼吸
气道打开后，用左手捏住伤

者鼻子，同时右手依然保持抬下
巴动作。

救援者吸一口气，并将嘴包
住伤者口部，吹入气体（约

500-

600

毫升），吹入气体后，放开捏
鼻的手，再重复吹一次气体。

进行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
操作的比率为

30∶2 (

儿童可以选
择
15∶2)

，进行
30

次胸外按压，

2

次
人工呼吸为

1

个循环周期，

5

个循
环（约

2

分钟）后可以检查和评估
心肺复苏效果。

一周市长热线回应

治理占道经营还需共同努力
息县张先生反映，该县众鑫时

代广场门口有商户占道经营，影响
过往行人通行，请求及时查处。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息县县政府（电话：

5957693

）办理。经查，反映情况
属实。针对该情况，息县政府及
时组织县公安、工商、质检、公用
事业服务中心等单位对该处进
行了集中整治，依法取缔了违章
占道经营商户，恢复了该路段正
常的交通秩序；同时，责成县公
用事业服务中心每天安排

1

个城
管中队加强该处管理，确保交通
通畅。经回访，反映人对办理结果
表示满意。

记者的话： 占道经营是城市
宿疾， 为社会诟病的同时也为管
理者所头痛。 息县下大力气加强
管理的做法值得称道， 问题的真
正解决还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商

贩守规矩，群众不纵容。

公益设施建设接受群众监督好
罗山县朱先生反映， 该县江

淮南路没有污水处理设施， 垃圾
四溢，影响环境，请求相关部门尽
快处理。

接电后， 市长热线办公室立
即通知罗山县县政府（电话：

2178625

）办理。经查，反映情况属
实。 为彻底改善该区域道路通行
条件和生活环境， 根据县政府的
安排， 罗山县住建局已完成道路
拓宽改造规划设计方案及工程预
算编制。目前，正在进行工程前期
准备及相关手续办理等工作。同
时， 罗山县政府还安排县城管执
法局对该区域的排污设施进行规
划改造， 计划于

2017

年上半年开
工建设。经回访，反映人对办理结
果表示理解。

记者的话： 市民热心为城市
修路建言，正可见社会发展环境不
断向好，相信大家都乐见政府更多
地关注采纳普通市民的建言。

保护个人信息 谨防电信诈骗

近年来， 电信诈骗、 钓鱼网
址、 信息窃取等诈骗手法层出不
穷，使人防不胜防，不少市民纷纷
中招。近日，市民周先生就因一通
某银行“工作人员”的回访电话，

损失了
2000

元。

周先生告诉记者， 上个月他
在某银行申请了一张信用卡，在
拿到卡的第二天，一名自称是该行
的工作人员打通了他的电话，对方
在电话里问周先生是不是刚刚申
请了一张信用卡，并且还询问了信
用卡的额度和周先生的满意程度，

并告知此通电话是对新用户的回
访电话。“由于我确实是刚办理了
一张该行的信用卡，这个电话也打
的正是时候，我便没有怀疑。针对
对方提出的问题， 我一一作了回
答，内容包括卡号、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卡的额度等等。但没想
到的是，刚挂电话不到

10

分钟，我
的手机就收到了条消费

2000

元的
扣款信息，再确认后，我的卡里确
实少了

2000

元钱， 我便拨打该行
的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在与客服
沟通后得知， 该行根本就没有打
过什么回访电话， 而我被扣的
2000

元是在某网站上交易时扣掉
的费用。 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
是被骗了。”周先生说。

警方提示：面对五花八门、层
出不穷的电信诈骗， 广大市民一
定要增强防范意识， 不要在可疑
电话或网络链接里泄露卡号、密
码、验证码、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一旦出现异常交易， 应尽快对非
本人交易的卡片进行冻结。同时，

不要轻易点击不明链接、 扫描二
维码、登录陌生

WIFI

，免受金融
诈骗的侵害。

打击电信诈骗刻不容缓

近期， 电信诈骗事件在全国
各地屡屡发生， 由于技术的飞速
发展， 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也在
不断“转型升级”，随时随处的诈
骗陷阱，让人们猝不及防。在提醒
大家谨慎防范的同时， 更需对诈
骗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尽管各种渠道都在不断宣讲
如何防范，仍有人屡屡上当，可见
这些骗术之高明诡谲。 势单力薄
的个人面对精心策划、蓄谋诈骗
甚至已经通过非法手段掌握公
民个人信息的犯罪分子，犹如烛
火面对风暴，不堪一击。为保护
人们的财产安全，更为增强人们

的安全感，电信、银行、公安等相
关部门应当继续合力加强对电
信诈骗的打击力度，不仅为人们
追回被诈骗的财产，还要让犯罪
分子受到应有的惩处

,

不让更多
人受其所害。电信诈骗是寄附在
信息技术上的丑恶毒瘤

,

它来势
凶猛

,

有点让人措手不及
,

在信息
时代，防范、打击电信诈骗，我们
必须探索科技防骗的新模式新
方法，不能漏掉任何一个环节，不
能失守任何一个关口。

严厉打击短信诈骗， 不仅能
够为人们创造一个安静祥和的生
活环境， 同时也能提高大众之间
的交流和信任，是社会的需求，也
是民生的需求。

□民生话题

□

李小然

老人轻信电视购物

买药没效果

医生提醒切忌盲目用药

“我看电视上广告介绍的药
品疗效非常好， 谁知道寄到家打
开一看， 那么大一个盒子就一小
瓶药，几百块钱才几十粒，真是
坑人没商量！” 昨日， 家住胜利
南路附近祥和苑新居的李大爷
对记者说。

李大爷今年七十多岁， 十几
年前患上了咳嗽的毛病， 这些年
去过多家医院都没治疗好。 为了
治疗咳嗽， 李大爷去过正规医院
无数次，连什么偏方、中药调理、

穴位扎针按摩都去试过， 前前后
后花了上万元还是不见效。“前几
天看到电视里面一个医生介绍说
这种治疗咳嗽的药疗效非常好，

还有病人现身说法反映药效确实
不错。我半信半疑，但是为了治疗
咳嗽我还是让孩子尝试买了

2

盒，

没想到寄过来好大一个纸箱子。

我把钱付给快递员后打开箱子一
看， 一个书本大的盒子里面就装
了一小盒药，里面就是

60

粒药丸。

现在
2

盒药吃完了咳嗽不见减轻

一点， 电视药品广告真是害死
人！”李大爷气愤地告诉记者。

市第二人民医院体检中心的
彭医生提醒， 电视广告药品很多
都带有虚假广告的成分， 患者不
了解自己本身的病因盲目用药就
会存在安全隐患， 再加上有些电
视代购的药品没有经过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资质审批，服
用后一旦发生不良反应， 很难处
理。“一些广告代购的药品， 没有
经过正规检验， 它的质量就难以
得到保障， 建议患者还是要在医
生指导下进行用药， 或者用一些
正规渠道或者正规的医疗机构生
产的药品。并且，患者购药要注意
所购药品的保质期有效期， 这些
也很关键。”彭医生告诉记者。

对于电视广告销售药品的安
全性， 市食药监局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根据规定，提供电视广告药
品交易服务的企业， 必须是依法
设立的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应当
具备相应的药品配送系统， 消费
者一定要提高安全意识， 切莫轻
信虚假宣传广告。

□

本报记者孙浩然

□

本报记者孟磊

早

到

小

天

使

长

了

7
5

克

上周， 本报报道了胎龄
24

周就早早来
到世界的小天使———黑二斤， 用坚强谱写
了生命奇迹。

10

月
25

日，隔着玻璃，记者再
一次见到了这个顽强的小家伙。

“呼吸
125

次
/

分，血氧饱和度
100

﹪，体
温、大小便正常，目前患儿的生命特征还算
稳定。”市中心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医生孙
俊威指着呼吸机上的数字说。“他目前体重
是
975

克，长了
75

克，真的特别不容易。身高
倒没有明显变化，长得很慢。”问及小宝贝
生长情况，孙医生说。

早产
16

周，平安度过
18

天，长了
75

克，

这些极其普通的数字，对于黑二斤来说，已
经是奇迹中的奇迹， 因为这里的每个数字
都关乎这个小生命能否延续。“就算加上这
18

天，他也才刚刚
27

周，连早产儿都不是，

还是极早产儿。现在他还时刻面临喂养、感
染等挑战。”市中心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值
班护士魏琳佳告诉记者。 现在小宝贝最多
可以一次鼻饲

10

毫升奶或者营养物质，每
3

个小时喂一次，一天
8

次。医护人员会根据
他的消化状况增减每次的喂养量。

又到了清洁护理时间， 记者看到一位身穿绿大褂的护理人
员，在消毒完双手后，用生理盐水轻轻地为小宝贝擦拭眼角、耳
根等面部褶皱处。据了解，除了面部清洁工作，还有肚脐、腋窝、

臀部、口腔等部位的清洁工作，最重要的是口腔清洁工作。“每天
的清洁工作很重要，关乎着感染与否。褶皱处易藏细菌，宝贝的
皮肤太薄，几乎接近透明，尤其要注意褶皱处卫生。而口腔与呼
吸机相连， 直接关系着肺部的健康和小宝贝的呼吸， 也格外重
要。每天口腔清洁我们至少要做

4

至
6

次。”魏琳佳告诉记者。

护理工作除了喂养和清洁， 还有一项任务———抚触。“抚触
能刺激婴儿的触觉神经，对他的脑部发育有好处。小宝宝目前是
有触觉反应的，有时候感觉到我们，他会动动手。”魏琳佳说。

据了解，孩子母亲胡玉洁（化名）目前已从产科出院。为让孩
子吃到新鲜母乳，胡玉洁和丈夫黄文成（化名）已经在医院附近
租房，方便定时给宝贝送奶。夫妻俩充满希望又不敢奢望，期待
宝贝能健康平安每一天。

截至发稿前，孩子已经
20

天了，让我们再次为他祈福，希望
小生命能继续顽强，希望父母能坚持下去，愿奇迹继续延续！

视博苑小区半夜着火 火灾原因不明

“大半夜小区着火，我和家人抱
起孩子， 连鞋都没顾上穿就往外面
冲！”家住平桥龙江路视博苑小区的
段女士提起

10

月
18

日凌晨的惊险经
历至今还有些后怕。

18

日夜晚的大火将楼道里烧得

一片狼藉， 部分居民的电表箱被烧
毁。“我家电表箱烧没了，屋内也被熏
黑，还好人没大事，就是嗓子被熏哑
了
,

吓死我们了。” 住在另一单元的
居民说。据知情人介绍，失火可能是
由电表箱连线引起的，电业局在统计
电表箱号后已陆续为居民恢复电路。

“我们希望尽快给我们消除火

灾隐患，把电路修好。现在电力部门
只负责主线， 物业还准备给我们用
以前的旧线路， 我觉得这还是一大
隐患，真怕万一再出事。”不愿透露
姓名的小区居民向记者反映。

“幸好没伤亡， 但这件事给我们
敲了一记警钟。” 段女士说。 截至发
稿前，火灾具体原因不明。

□

后

续

报

道

光山县是全国有名的羽绒服制作、销售大县，每年产出的羽绒服销往全国乃至世
界各地。随着时代的发展，该县生产的羽绒服早已开始在网上销售。日前，为迎接即将
到来的“双十一”羽绒服销售高峰期，该县各个羽绒商家正全力备战。图为该县晒尚羽
绒电子商务公司员工正在统计网上销售订单。 本报记者孟磊摄

□

本报记者马童

□

本报记者刘翔
实习生辛雨童

□

本报记者刘翔见习记者王凌云

□

见习记者王凌云

□

见习记者王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