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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节
假日， 他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
患者身边； 在重大突发事件和
公共卫生事件中， 他更是毫不
犹豫地冲锋在前； 在新冠疫情
期间， 他每天加班加点， 全力
管理和处置每一个发热患者，
为疫情防控贡献巨大 。 ” 他 ，
就是永州市蓝山县中心医院急
诊科主任李世汉。

急诊科是医院最紧急、 最
繁忙的部门之一。 作为急诊科
主任， 李世汉始终以高度的责
任感和敬业精神坚守在医疗救
治的最前线， 为无数患者争取
宝贵的救治时间， 挽救了许多
生命。

李世汉， 副主任医师， 永
州市医学会急诊医学专委会委
员， 永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急
诊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永州市
中西医结合中毒专委会委员，
永州市院前急救专委会委员，
在国家级医学专刊上发表学术
论文 3 篇， 曾获得 “永州好医
师” “蓝山县先进个人、 十佳
医师” 等荣誉称号。

精湛医术
赢得患者信赖

李世汉于 1996 年毕业于
衡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 先
后在蓝山县中医医院的大内
科、 五官科、 急诊科和心内科
工作。 2007 年起， 他在中心医
院 （该医院是 2006 年由中医
医院和人民医院合并而成） 急
诊科担任科主任， 一干就是 17
年。 2014 年获得心血管内科副
主任医师资格 。 在 28 年的从
医生涯中， 他深刻体会到医生
这一崇高职业的意义。 每当看
到抢救成功后的病患， 职业自
豪感便油然而生。

记得 20 年前 ， 李世汉接
诊了一位 76 岁的黄爷爷 ， 因
胸闷、 呼吸困难和全身浮肿被
120 救护车送往医院。 经过仔
细检查和详细询问病史， 发现

他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及慢阻
肺导致的顽固性心衰。 黄爷爷
的子女都在外地无法回家， 老
伴非常忧虑， 李世汉耐心安慰
并进行规范治疗。 随着黄爷爷
病情逐渐好转， 一家人对李世
汉充满感激和信任， 李世汉成
为了他们全家的家庭医生。 这
段 20 年的共同经历 ， 不仅见
证了李世汉医术的精湛， 更建
立了一种深厚的医患情谊， 为
李世汉的医疗精神和人格魅力
增添了光辉的一笔。

今年 5 月， 一名冠心病合
并房颤的患者在外院输注三磷
酸腺苷时突发过敏性休克， 全
身皮肤发红 、 湿冷 、 呼吸困
难。 经过初步处理但症状未缓
解后， 被紧急转至蓝山县中心
医院急诊科。 患者到达时心跳
呼吸停止， 李世汉带领急诊团
队迅速进行复苏抢救， 经过不
懈努力， 成功恢复了患者生命
体征， 后转入病房治疗， 目前
已康复出院。

凭借扎实的医学理论和丰
富的临床经验， 李世汉在急诊科
展现了过硬的能力， 能迅速准确
判断病情并制定有效治疗方案。
他面对复杂病例从不退缩， 总是
积极寻求专家意见， 力求为患者
提供最佳治疗。 自 2022年以来，
急诊科在他的领导下进一步完善
了多种急危重症的诊治， 成功挽
救了众多患者， 赢得了患者和家
属的高度赞誉。

创新管理
加强科室团队建设
“急诊科是一门医学综合

学科， 涉及多个医学领域， 包
括胸痛中心、 卒中中心和创伤
中心， 是 MDT （多学科诊疗模
式） 合作抢救平台。” 李世汉
感慨道， “近两年是医院三大
中心创建的关键时期， 医院高
度重视急诊科的发展。 为提升
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 我们积
极探索创新管理模式， 优化就

诊流程， 确保院前、 院内急救
无缝衔接。 我们规范实施了急
诊预检分诊流程、 抢救室流程
和三大中心建设流程， 特别是
对重症抢救患者如急性心肌梗
死和脑卒中患者采用了Ⅰ级标
准管理。 此外， 我们还引入了
床旁彩超、 床旁快速检测仪、
心肺复苏仪和呼吸机等新的急
救设备。 重症抢救病房依托 5G
网络优势， 引入先进的院前急救
会诊系统， 实现了患者信息的快
速传递和共享， 显著缩短等待时
间， 构建了一个紧急救援网络，
让人们在关键时刻感受到 ‘有
救’ 在身边的安全感。”

作为科室主任， 李世汉非
常注重团队建设和人才培养，
定期组织科室业务学习和培
训 ， 分享最新医疗知识和技
术， 提升整体业务水平。 他以
身作则， 带领团队高标准完成
各类急救演练预案， 培养了一
支技术精湛、 团结协作、 作风
扎实 、 廉洁奉公的急诊科团
队。 在他的影响下， 科室成员
展现了高度敬业精神， 共同营
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围。

医者仁心
患者利益放在首位

李世汉始终把患者利益放
在首位， 经常加班加点， 为患
者提供耐心细致的医疗服务和
心理支持， 不计较个人得失。
面对患者和家属的无助和恐惧，
他总是用温暖的语言和关怀的
行动给予安慰和希望。 李世汉
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普及急
救知识， 提高公众自救互救能
力， 主动参加各种义诊活动，
免费为贫困家庭送医送药。

多年来， 李世汉以其敬业
奉献的精神和卓越成绩， 成为
医院的楷模和榜样， 用实际行
动诠释了医者仁心的真谛， 为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竭尽
全力。

通讯员 谢丽芳 邓顺竹

�� �1923 年， 黄兰英出生在永州市江华瑶族自
治县湘江乡一个瑶医世家， 自幼跟随祖父和父
亲学习瑶医知识， 是家族瑶医的第五代传人。

在黄兰英的记忆里， 刚刚能跑会跳的年
纪， 她被祖父带上山， 大山是她的课堂， 丛林
是她的课本。 “什么形状的草药， 治什么病，
一遍遍认， 一遍遍记。” 传统瑶药 “五虎、 九
牛、 十八钻、 七十二风 ” 在内的上百种草药，
黄兰英早已熟稔于心。

从采药到药理再到人体穴位……黄兰英迷
上了瑶族医药， 18 岁那年， 她学成后开始走村
串巷， 治病救人， 一晃 84 年。

一根特制的药芯， 点燃后熄灭， 用暗火刺
激患者相应的穴位。 这是黄兰英的主要诊疗手
法———火攻疗法。

“药芯里有艾叶、 钻骨风、 走马胎等 7 种
药材， 把药打成药粉， 搓成绳状， 用纸包裹
着。” 黄兰英拿来一个打火机， 点燃药芯后将
其吹熄， 一边按压患者身上的穴位， 一边进行
点灸。

黄兰英还有一个独特的祖传手艺， 一根大
拇指断脉。 “我不用三根手指把脉， 三根手指
（姿势） 像是吹唢呐， 我靠大拇指， 可以把脉
搏， 可以感受人的气血。”

行医 84 年， 黄兰英有着自己的坚持， 一
身技艺是为了治病救人。 “医术是祖传的， 我
治病， 不讲钱。 给别人看病， 随病人自己给，
只要治好病人就好了， 没钱我也给他治。”

她的家门口， 贴着一张红纸打印的坐诊
表， “周一到周四， 在家坐诊， 周五在水口镇
水街坐诊， 周六到周日， 在江华瑶族自治县民
族中医院坐诊”。

当她在村里， 四面八方的患者， 转过一个
又一个的山弯， 赶到她的家里。 而当她转过一
个又一个的弯， 走出大山， 她的患者就在诊室
门口排起长队， 有人找她治风湿顽疾， 有人苦
恼于肩颈、 腰椎疼痛， 请她调理， 有人请她解
决生育难题。

黄兰英粗略估计， 她每天大概从 8 点开始
坐诊， 一天可以看上十个病患。 “一年至少几
千例。 我不觉得累， 看到他们被治好， 我就开
心。” 通讯员 周凌如

本报讯 （通讯员 王德和 ） 6 月 25 日 ，
2024 “走读湖湘” 文物文化研学启动仪式暨第
二届全国 “跟着邮票去旅行” 湖湘文化研学颁
奖礼举行。

启动仪式现场， 发布了 “湖湘一万年” 文
物文化研学五条精品路线； 宣布启动湖南文物
文化主题 “十佳” 精品研学路线、 湖南文物研
学创新建设 “十佳” 案例 （课程） 以及 “十
佳” 文物研学讲解员评选活动。

“走读湖湘” 文物文化研学平台项目由中共
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 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
省文物局协办， 中南大学支持， 湖南日报文旅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声魔尔基地文创有
限公司、 中南大学附属第一小学执行。

该项目以切实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湖
南丰富历史文物遗产作为使命， 聚焦湖湘丰富
的文物遗产资源， 与文物保护机构、 遗址基地
等开展深入合作。 “线上+线下” 联动， 打造
一个 “走读湖湘” 系列文物文化研学品牌， 建
设一批文物文化研学精品线路， 举办系列文物
文化研学年度活动， 让文物活起来， 与时俱进
推动湖湘文化的传承、 普及和发展。

���� 6 月 24 日， 永州
市江永县第一小学， 学
生在展示“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 主题绘画作
品。 在第 37 个“6·26”
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
该县各学校开展形式多
样的禁毒宣传教育活
动， 让学生们认识毒品
的种类、 危害， 提高中
小学生对毒品的防范意
识， 筑牢毒品“防护
墙”。

通讯员 田如瑞 摄

敬业奉献 守护生命前沿
———记永州市蓝山县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李世汉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