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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近日开展“落实安全责任， 推
动安全发展” 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主要采取集中宣传方
式， 通过现场讲解、 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为医护人员、
来院患者及过往的群众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方针政
策、 自救互救等安全知识。

通讯员 严文广 彭峰 摄影报道

������5 月 30 日是第 5 个 “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 慈利县科学技术协会评出 “最美
科技工作者”， 慈利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王章勇榜上有名。

众所周知， 神经系统是全身的各种功
能的总指挥部， 神经外科的患者病情急
重， 一旦出现问题， 常常危及生命， 这需
要医生有丰富临床经验和专业能力。 慈利
县江垭镇的卓女士今年 52 岁， 因突发意
识不清 2 小时入院， 入院时已经昏迷不
醒， 双侧瞳孔散大， 血压高达 245/122 毫
米汞柱， 呼吸衰竭。 CT 下显示颅内出血
已经破入脑室形成血肿， 整个脑室被凝结
的血肿占满， 人体的呼吸和循环中枢———
脑干严重受压， 这是临床所见后果非常严
重的状况， 短时间里就可能危及生命。 做
好相关准备后， 王章勇立即在显微镜下为
卓女士做了开颅探查血肿清除术加脑室外
引流。 术后呼吸机辅助呼吸， 经过多次清
洗引流， 控制并发症， 病情渐渐好转， 术
后 20 天撤离呼吸机， 并逐步恢复意识。
出院时卓女士神志清楚， 言语功能基本恢
复， 计算力、 理解力均正常。

复杂严重的外伤患者的抢救更能体现
王章勇所在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医院的实
力。 慈利人王某的事例就是最好的证明。
有一年， 王某在高速路上遭遇车祸， 车辆
变形， 现场抢救人员花了 1 个多小时切割
汽车才将其救出， 随后送往慈利县人民医
院救治。 入院时王某已是奄奄一息， 初步
诊断为重型颅脑外伤、 颅内多处出血、 颅
骨多处骨折、 肺挫伤、 心脏挫伤、 腹内脏
器损伤、 失血性休克、 双小腿开放性粉碎
性骨折。 像这样多脏器严重复合伤， 无论
在哪一级医院抢救成功率都非常渺茫。 慈
利县人民医院立即成立了以神经外科为
主， 胸外、 普外、 骨外、 内分泌、 心内
科、 麻醉科、 五官科多科抢救小组对患者
进行救治， 首要任务是清除颅内血肿， 降

低颅内压， 抗休克， 为后续治疗争取时
间。 经过长达 3 天的坚守， 王某脱离险
境， 病情稳定后对其行双膝粉碎性骨折
开放复位术。 出院时王某颅内血肿已经
吸收， 意识清醒， 肺部挫伤痊愈， 能拄
拐行走。

王章勇介绍， 为适应现代神经外科
的发展要求， 慈利县人民医院成立了张
家界地区最早的神外 ICU， 对患者进行
“全天候” 严密监护， 能更加及时、 准确
地掌握病情， 给予相应的治疗和护理 ，
大大提高了危重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ICU
护理人员在熟练仪器操作、 数据监测的
同时， 对患者的日常护理也得心应手 。
王章勇带领下的优秀团队， 让慈利县人
民医院神经外科在同级医院里成为当之
无愧的领跑者。

“垂体瘤” 摘除术是颅底手术的一
种， 是神经外科手术中难度最大、 要求最
高的手术之一。 垂体瘤术后常常会出现一
系列的并发症， 如尿崩症、 蝶窦炎、 水电
解质紊乱、 视力障碍加重、 脑血管神经损
伤等， 而王章勇带领的手术团队却将这个
手术的并发症实现了 “零” 的守护。 2015
年 3 月， 王章勇带领黄俊、 蒋浩二位医生
成功为该县龙潭河镇潘坪村 64 岁郑先生
完成 “垂体瘤” 摘除术， 手术顺利， 全切
肿瘤， 术后无并发症。 在这之后， 该科又
收治了一位患同样疾病的韦女士， 手术后
痊愈出院， 无任何并发症。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患者和同仁们称王
章勇是 “敢于探索生命禁区的勇者”。 十几年
来， 王章勇带领科室成为县级重点专科， 先
后多次评为省、 市级巾帼文明岗， 他多次获
得市、 县级科技进步奖， 并被授予慈利县优
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2年王章勇荣获
得 “张家界十佳医疗卫生工作者” 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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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 “三分治疗， 七分护
理”。 护理工作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 护士队伍在防病治病、
抢救生命、 促进健康和减轻痛苦等方
面担负着重要责任， 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与关怀
护士工作， 曾于 1941 年、 1942 年在
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 先后两次亲笔
题词： “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
性” 和 “尊重护士， 爱护护士。” 对
护士和护理工作予以了高度评价， 这
些教导仍然适用于今天。

抗日战争爆发后， 中国的护士
队伍很快组织起来， 开展救护工作。
他们不怕牺牲， 奔波在硝烟弥漫的
抗日前线， 抢救伤员， 赢得了将士
们的尊重与感激。

1942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 时 ，
陕甘宁边区各医院及各卫生机关的

护士代表 500 余人， 在延安中央大
礼堂集会， 隆重纪念国际护士节暨
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成立 1 周年。
朱德、 李富春出席大会并讲话， 朱
德指出： “护士和战士同样特别重
要， 对于革命工作均有同等的贡献，
过去受伤的八路军将士， 在医护同
志细心认真护理之下， 已有很多人
重上战场。”

为向广大护士祝贺节日， 《解
放日报》 于同日在第一版发表社论
《在护理战线上》。 这篇文章充分肯
定了护士在抗日根据地救护、 医疗、
防疫与公共卫生工作中的重要性，
并呼吁党政军和社会各界人士更加
关心、 帮助护士。

建国以来， 我国护理事业发展
迅速， 取得显著成效。 2005 年卫生
部颁布实施 《中国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纲要 （2005-2010 年）》， 同时， 召
开全国护理工作会议， 明确了护理
工作的发展目标和工作重点。 2008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 《护士条例》， 首

次从立法层面维护护士的合法权益，
明确护士义务， 规范护理行为， 是
促进护理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 还是在
和平发展时期， 我国广大护理工作者
用生命守护生命， 在平凡的岗位上作
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涌现出一大批包
括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 杰出护理工
作者和全国优质护理服务先进集体和
个人在内的先进典型。 建国初期， 全
国仅有护士 3 万余名， 1978 年已经
增加到了 40 多万名， 2019 年年底，
全国注册护士总数超过 445万名， 占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 50%以上，
长期以来医护比例倒置的问题得到了
根本性扭转， 为高质量完成抗疫护理
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2020 年的护士节更值得我们永
远铭记， 疫情发生后， 广大护士勇敢
逆行， 不负重托， 来自全国各地的 4
万多名援鄂医疗队员中， 护士占了
70%。 在第 109 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
际， 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

广大护士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
问， 称赞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敬
佑生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
无疆” 的崇高精神。 白衣执甲， 招之
即来， 来之能战。 这场没有硝烟、 却
见生死的战斗， 他们无愧于 “白衣天
使” 的光荣称号。

本报记者 汤江峰

毛泽东先后两次为护士题词

������本报讯 （通讯员 吴安花）
64 岁的陈阿姨 （化名） 半年
前发现左眼下睑长一小肿物，
初起肿物小， 呈珍珠样， 以为
是麦粒肿， 自行挤破后创面不
愈合， 予以滴眼液口服药及静
脉输液后 （具体用药不祥） 创
面结痂， 后期肿物逐渐长大，
且表面破溃不愈。 近日在家
属的陪同下， 陈阿姨来到湘潭
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就诊。

该院眼科主任张建良结
合陈阿姨病史及体查高度怀
疑眼睑基底细胞癌， 立马安
排全科术前讨论， 并组织团
队全麻下为陈阿姨实施左眼

下睑肿物切除+下睑再造+结
膜囊成形+带蒂皮瓣移植+睑
缘缝合术， 术中快速病理检
查： 左眼下睑上皮源性恶性
肿瘤。

据悉， 眼睑基底细胞癌
累及眼附属器最常见的恶性
肿瘤， 约占眼睑恶性肿瘤的
90%。 眼睑基底细胞癌的主要
危害是形成的结节及溃疡影
响眼睑形态， 严重时可影响
眼睑对眼球的正常保护功能。
张建良提醒大家， 如发现眼
部肿物时间长或破溃不愈等
应尽早到医院就诊， 以免耽
误病情错失最佳治疗时间。

勇者以刀为笔，书写生命“神奇”
———记神经外科专家王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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