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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途星光医途星光 守护健康守护健康
——走近荆州市中心医院2023“医师之星”

□ 记者 宗璇 刘洁 赵保佳 王克勤 特约记者 夏自宇 通讯员 鲁萌

今年 8 月 19 日是第 6 个中国医师节。在这个以“中国医师”命名的节日里，荆州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荆医）的医务工作者们
一如既往坚守岗位，用仁心仁术践行着“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

他们是健康的“守护者”，他们是勇毅的“探索者”……让我们一起走近荆医 2023“医师之星”，从他们身上，感受新时代荆医人
践行使命、诠释初心的责任与担当。

传帮带，传的是技能、帮的是成
长、带的是希望。

“优秀带教老师”“优秀医生”，这
是肖黎的标签。而在这些标签背后，
是一个追梦的人。

坚持科研教学与临床并重，他的

“主业”不仅是救死扶伤，也有教书育
人。2018年起，肖黎担任长江大学外
籍留学生教学工作，他凭借极强的责
任心、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
经验，获得了学生的爱戴和认可。他
常说：“临床带教从来都不是负担，而
是促进师生共同进步的良好阶梯。”始
终坚守初心，肖黎用时间诠释教学信
念，用担当见证学生成长。

向疑难病症开刀；专注于妇科恶性
肿瘤分子机制的临床医学研究；参与多
个省市级课题并发表多篇论文……以
科研带动业务能力提升，肖黎的研究成
果为妇科恶性肿瘤防治提供了重要的科
学依据，为患者的康复之路披荆斩棘。

“将科教与临床视作医务工作者
成长的双翼，临床和科研齐头并进，我
们才能有发展后劲，才能取得更大的
进步。”肖黎说。

“超人”是大家对超声医生的昵称，
也是对他们“刨根问底”寻找病因专业
能力的肯定。从医 16年，李开文用执
着和热爱，谱写了“超人”修炼“秘籍”。

“超声诊断是一项脑力与眼力相
结合的工作，既要不断补充知识储备补充知识储备、、

及时总结经验，又要在工作中多一分
细心、耐心，从而降低漏诊和误诊的可
能。”娴熟的操作手法，“鹰眼”地毯式
搜查，李开文“医”路追求，抢占技术新
高地，为生命护航。

对于新生儿来说，脑组织比较脆
弱，容易受到伤害，但颅脑损伤往往缺
乏典型的临床表现。为有效提高新生
儿颅内疾病检出率和及时诊断，李开
文在全市率先开展“新生儿颅脑超声”
新技术应用。

将移动式彩超推到新生儿病床
前，李开文从宝宝未闭合的囟门对颅
脑病变进行探查，用丰富的诊疗经验，
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影像学信息，实时
动态、无创无辐射、快速精准……“新
生儿颅脑超声”获得荆医新业务新技
术优秀奖术优秀奖，，更成为推动新生儿重症医更成为推动新生儿重症医
学发展的学发展的““利器利器””。。

妇科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肖黎

开拓创新 两翼齐飞

心脏，曾是手术刀难以触及的禁
区，心胸大血管类手术，就是和死神的
直面对决。钱海云带领团队，凭借深
厚“内功”，每天帮助患者从死亡线上
重获新生，惊心动魄却游刃有余。

45岁的张先生感觉“前胸后背都

有撕裂感的剧痛”，紧急送往荆医后被
确诊为主动脉夹层。在手术室的全力
支持下，钱海云团队快、准、狠地逐一
攻破手术难关，拆除“人体炸弹”。

近年来，钱海云团队累计救治500
余名主动脉夹层患者，获得患者及社
会各界高度认可。

为进一步提高鄂中南地区主动脉
夹层疾病的诊疗水平，钱海云率先在荆
州市开展主动脉夹层宣讲，走进基层医
院进行诊断指导，明确治疗策略；组织
举办荆州市主动脉夹层论坛，并创建荆
州市主动脉夹层工作群，为构建全市主
动脉夹层救治网络、强化恶性心血管
疾病救治能力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旁人眼中，心胸大血管外科手
术难度高、风险大、时间长，但正是无
数次攻艰克难，钱海云一次次延展了
生命的维度。

心胸大血管外科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钱海云

十年磨剑 心间“勇者”

“阑尾已经化脓，再晚些可能就穿
孔了。”平时站在手术台前的人，这时
正躺在手术台上。同事们说，他是最
负责任的医生，也是最不合格的患者。

时间回到几个小时前。叶辉当天

安排了 5台手术，做到第 2台时，他的
腹部开始隐隐作痛。他没有声张，继
续操作着器械，顺利完成手术。

“我是一名外科医生，能够掌握自
己的病情，在确保手术质量不受影响
的情况下，能坚持一定要坚持。”忍着
疼痛，做完所有手术，已是17时。快速
去做了检查，结果验证了叶辉的猜测：
急性阑尾炎，阑尾肿胀十分明显。

当晚，他被推入手术室，接受了急
诊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一天，不顾

“好好休息”的医嘱，就开始视频指导
科室医生查房、修改医嘱。

“并不止我，‘轻伤不下火线’是我
们医护人员的‘常规操作’。”叶辉说：

“我们多坚持一分钟，病人就少等一分
钟。”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医生的责任与
坚守。

肛肠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叶辉

坚守“医”线 不负信任

新生儿的降临，对每一个家庭来说，
都是一份巨大的喜悦。而这喜悦的背
后，是每一位妇产科医生的辛勤付出。

10年前，大学毕业的潘琴如愿成为
荆医妇产科医生。从最初被产妇的痛呼
声吓到不知所措，到现在每一台手术的

信心满满，这之间的蜕变是艰难的，也是
幸福的。“努力服务好每一位孕产妇，接
生好每一名新生儿”，是她的职业宗旨。

这是一个普通的夜班，23时许，一
名孕妇疼得满头大汗，被救护车送进
医院。经检测，胎心急剧下降到40次/
分钟。潘琴闻讯赶来，考虑产妇急腹
症原因不明，胎儿情况也很不好，“不
能等了，立即准备手术！”

绿色通道，直送手术室。打开腹
腔后，主刀的潘琴发现，子宫足足扭转
了 180 度，引发了胎盘早剥。取出胎
儿、剥离胎盘、“归位”子宫……从接诊
到孩子平安降生，仅仅用时9分钟，“真
是惊心动魄，如果当时多犹豫几分钟，
子宫和孩子可能都保不住了。”

“狂飙”急救，守护母婴。潘琴始
终怀揣着“医者父母心”的信念，在产
科医生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产科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潘琴

护佑新生 医者担当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科医生是守
护光明的使者。伍志琴练就了一双灵巧
的手，为患者“拨云见日”，守护光明。

做患者的视觉卫士，是伍志琴坚定
的职业理想。在病房里、手术台上、门

诊间内，每时每刻不断打磨技艺。“知识
日新月异，做医生需要终生学习、不断
提升。”她致力于角膜病、青光眼、白内
障等疾病的临床诊治及研究，挽救了众
多失明或濒临失明的患者。

“把每一例手术做到极致”，最大
程度减少手术风险，防范手术并发症，
伍志琴实现了“零医疗事故”“零投
诉”，更收获了患者的信任。

爱学习、善钻研，是伍志琴一直坚
持的习惯。长期承担长江大学本科、
研究生教学工作，也让她收获许多：

“视野更开阔了，对疾病的认识更精、
更深，为日常诊疗、科研打开了思路”。

日复一日的辛勤耕耘，伍志琴收
获了荆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
誉，但她认为：“给更多黑暗中的患者
带来光明，才是医者最大的欣慰。”

眼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伍志琴

光明使者 点亮希望

11岁的童童因恶性高热被转入荆
医 PICU 时，已是昏迷状态，多器官功
能衰竭，且病情不断恶化，生命危在旦
夕。在杨赫的带领下，PICU全体医护
取消休假，24小时专人专班守护。

“面对如此严重的并发症，我知道
一刻都耽误不起。每一秒，对这个孩
子的生命都至关重要。”杨赫说。

抢救小组第一时间到位，大量血
液制品输注，24小时血压、体温等生命
体征监测及维持……在童童带管机械
通气、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 8天里，杨
赫与团队丝毫不敢懈怠。功夫不负有
心人，患儿最终成功拔管撤机。

繁重工作之余，杨赫指导童童进
行语言认知、肢体运动等功能锻炼，
用尽全力为孩子康复而努力，“当时脑
海里就一个念头，我一定要救活这个
孩子！”

每一种疾病背后都是一个个鲜活
的生命和翘首以盼的家庭。杨赫践行
着医学誓言，也影响着更多年轻医生，
用实际行动履职尽责。

儿科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杨赫

生命相托 与爱“童”行

工作13年，年收治患者400余人、
完成介入手术 700余例，有时穿着 30
多斤的铅衣，一站就是一天……卢红
涛认为，既然选择了医生职业，就要付
出一颗真心。

医院是他的主战场，但他所战斗

的地方又不仅于此。
2022年，荆医启动“全国心电一张

网”项目，这张“网”已铺设至近百家乡镇
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作为医院胸痛中心协调员，卢红
涛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基层群众心脏不适，可就近到所
在网点医疗机构进行心电图检查。与
同事 24 小时轮守在荆医心电诊断中
心，卢红涛会第一时间提供远程心电
判读，并指导开展急危重症救治或转
院，为胸痛患者开辟“救心”绿色通道。

“借助远程诊断平台开展一系列
带教工作，提高全市乡镇、村卫生室医
生的诊断能力，这也是我们工作的重
要内容。”卢红涛坚信，在荆医胸痛中
心团队的努力下，这张阻击心血管疾
病、护佑人民健康的“健康网”，会织得
越来越密，让更多群众受益。

心血管内科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卢红涛

“心电一张网”医患零距离

ICU病房是离生死最近的地方，亦
是抗击新冠病毒最重要的阵地。作为3
年来荆州市在抗疫一线工作时间最长
的医生之一，邵峰说，拯救生命是重症
医生的职责，若有需要，我们必达。

会诊发热患者，抢救重症病患，协

调粤荆联合医疗组开展危重症定点救
治……这是疫情发生以后，邵峰的工
作常态，脑子里浮现的是医生的责任
和担当，他说：“根本没有时间害怕、恐
惧和后退。”

2022年，西藏疫情，邵锋积极响应
省政府号召，踏上了为期 59天的援藏
之路。

担任医疗救治组长，他和荆州援
藏医疗队一同，主动承担起危重症新
冠患者救治任务。经常穿着防护服，
在病房一待就是 10余个小时，随时为
出现病情变化的患者确定治疗方案，
成功抢救了多名极危重症患者。

在西藏的每一天，邵锋都被优秀
的同志们激励着、感动着，他们中许多
都是共产党员。邵锋也在一线向党组
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以共产党员标
准要求自己，不负重托、勇于担当。

重症医学科（ICU）病区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邵锋

医心向党 情牵雪原

“你好，小刘，我们来看看你，最近
腹透的情况还好吗？”为更好地管理、
追踪患者腹透情况，提高患者对疾病
的自我管理能力，今年 4月，秦鹏带领
科室人员开展腹膜透析家访活动。

患者刘女士腹膜透析近1年时间，

已连续3次发生腹膜炎，严重影响了腹
膜透析效果。

“是什么导致感染频发？”秦鹏急
在心里，“可能与患者操作不规范及操
作环境不达标有关。一定要尽早去她
家家访！”

“荆医肾内科是一个手术化的科室，
搬迁新院后，工作量显著增加。”尽管工
作繁忙，秦鹏始终放不下患者，终于挤
出时间，赶到了在万城的患者家中。

秦鹏和护士长胡霞考核了刘女士
的腹透换液操作，对居住环境再次进
行评估，找出了症结，并指导她如何改
进。4个月过去了，刘女士的腹膜炎再
未复发。

结束家访，秦鹏又马不停蹄地赶回
医院，继续完成手头的工作……“我们
的工作就是这样，兼顾在院患者和居家
病患，忙碌而充实，平凡而有意义！”

肾病内科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秦鹏

服务到家 温暖传递

日常诊疗，怀仁心、精医术，深耕肺癌、
肺结节及呼吸介入“亚专业”，在气道腔镜
介入治疗等领域填补省、市多项技术空白；

战疫时刻，勇挑重担、冲锋向前，书
写了“用生命守护生命”的动人篇章；

科研教学，勇于创新、孜孜不倦，

以医生和医学教授的双重身份，投身
医院医教研协同发展大局；

服务百姓，深入基层、关口前移，帮
扶基层医疗机构，把工作做到“源头”……

对龚建化而言，20余年从医生涯，
是不断攀登和突破的过程。

作为省级重点专科，荆医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在呼吸疑难危重症救
治、呼吸微创介入治疗、肺癌综合治疗
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诊疗体系。

即便再忙，龚建化也会抽出时间
深入基层。作为“幸福呼吸”——中国
慢阻肺分级诊疗推广荆州地区项目主
要负责人之一，他放弃休息时间，下沉
到各县市区 20余家医疗机构，进行慢
阻肺筛查、健教、义诊。由于成效显著，
荆医获评“幸福呼吸”项目2022年度优
秀牵头医院，也是该项目全国第四期
唯一一家优秀单位。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龚建化

守好“关口”“幸福”呼吸

每一次疾病的诊断，每一个治疗
方案的确定，几乎都离不开一纸检验
报告。而这一张张看似普通的化验单
背后，凝结了检验人的心血与汗水。

作为科室业务骨干，江涛有着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负责过

HIV筛查、风湿免疫实验室等多个专业
组室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中，他刻苦钻
研，积极进取，开展新业务新技术20余
项，不断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
根植于心，抗疫期间，江涛把检验科实
验室作为战场，每天千百次的实验操
作、数万份的实验数据分析，见证了他
作为检验人与共产党员的双重担当。

“要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
果。”江涛在荆州市率先开展了新冠病
毒的血清学检测方法，进一步规范标本
采集，提高检出率，确保医护人员安全。

随着个体化、精准化医疗时代的
到来，检验医学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
机遇。兼顾医教研，江涛说：“我个人
的成长就是荆医检验医学学科发展里
程碑式变化的缩影，投身检验医学学
科建设大有可为。”

医学检验部免疫室主任、副主任技师：江涛

幕后英雄 别样守护
超声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李开文

他是“超人”也是“神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