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一12

5826
农历辛丑年十一月初三6

■本版邮箱：hsrbckbjb@163.com 发布最新消息 提供最佳服务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3-0012

电话电话：：88881208888120 23451202345120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衡水市第五人民医院 衡医广[2021]第06-23-26号

在武侠小说中，“中毒”似乎是一项必不可
缺的内容，而定期服用“解药”缓解毒性发作是
常见的桥段。但大家知道吗？现实中有这样
一群人，她们需要定时定点帮患者解毒。今天
就带大家走进市五院血透室，近距离了解这个
守护血透患者生命的医护团队。

这里没有病房中呼叫铃声的喧嚣，只有
机器在缓缓地、静静地转动，旁边安静地躺着
做治疗的患者、往返巡视的医生和护士偶尔
跟患者轻声交谈……“血透病，半条命”，这是
民间流传的一种说法，虽不十分准确，却形象
地刻画了血透病人的生活。肾病是一种慢性
疾病，血液净化是一场“持久战”，一般来讲，
血透病人每周都要到血液透析中心透析三次
左右。甚至有些患者与血透室医护人员接触
的时间要多于家人的陪伴。“作为血透室护
士，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同情心。”在血液
透析岗位上工作了近十五个年头的护士长彭
娜看来，医护人员对待患者态度的好恶对于

患者来说非常重要。工作中，她和同事们身
体力行，尽自己所能去关爱病人，让他们感受
到人情温暖。来市五院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
中有的正值壮年，有的暮年已至，但是都一样
受到病魔的侵害。经济上的压力、生理上的
痛苦已是无以复加，心理上的负担更是不言
而喻，很多病人会有轻微心理障碍。面对这
些，医护人员们耐心为他们疏解，帮助他们树
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渐渐地，来做血液透析
的患者和这里的医护人员们不再单纯的是治
疗关系，大家在一起聊家常，开玩笑。有时候
病号给医护人员带来亲自下厨做的美食，就
这样大家渐渐地成为朋友，成了彼此分享温
暖的一家人。

血液透析的过程看起来并不复杂，血液从
左臂上的动脉瘘出发，顺着长长的管路，流向
床旁的透析机。“积攒”在血液中的各种有害物
质以及多余的代谢废物，渐渐被“清除”出去，
净化后的血液再顺着管路流回到左臂的静脉

血管中……在患者张女士等人看来，已然习惯
了这样的过程，但在外人看来，粗大的穿刺针
头和迅速流淌着的血液多少会让人觉得不寒
而栗。在透析过程中，护士梁真认真巡视着每
一位患者，时而跟大家轻声地交谈，时而向他
们传输一些健康宣教知识。“只要患者的血液
一分钟没回到体内，我们的心就一分钟不能放
下……”作为血透室护士，梁真她们必须有更
高的责任心。因为透析患者的体外循环管路
里的血液要按照一定的速度不停地运转四个
小时，每个管路都有多个连接头和侧孔，稍有
不慎，就会使患者丢失珍贵的血液，甚至导致
更严重的后果。每次上机结束后，护士们总是
一而再，再而三地检查透析机及透析管路是否
存在安全隐患，透析过程中，丝毫不敢怠慢，时
刻监护着病人的生命体征，注意着血流量、静
脉压等变化，还要警惕一些透析急性并发症的
发生，因为很多情况的发生，几分钟就会严重
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市五院的血液透析室现配备有主任医师1
名，住院医师1名，主管护师4名，科室配备的
是先进的德国费森尤斯透析机。血液透析室
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一站式管理”提倡高质
量透析为主的综合、全面、全程和个性化诊疗
服务，降低透析病发率，并通过改善透析室环
境提升患者的就医感受。“我们对血液透析质
量控制有着严格的规范，我们把细节化、标准
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引入血透室的管理中，
这样不仅可以确保患者血透更安全，而且对提
高维持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有重要的意
义。”谈到市五院血液透析室的运行情况，护士
长彭娜颇有感触地说。

不断夯实血液净化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基本技能和临床思维能力，是市五院血透室医
护人员自觉规范自身不变的课题。除此之外，
科室还经常不定期举办一系列肾友相关活动
及开展多样化、全面化、全员化科普宣教，通过
加强医患联动，传递正能量，提升肾友们的参

与感和成就感，鼓励大家坚持健康的生活方
式，树立回归社会生活的自信心。“这里的医护
人员是我最信赖的人……”一位坚持透析十多
年的患者动情地说，十多年来，自己之所以能
够坚持下来，全是这里医护人员的功劳。“不是
亲人，胜似亲人”，在五院血透室医护人员们看
来，朝夕相处的“亲人”们能够一直健康地生活
下去，不仅是她们工作的内动力，更是她们坚
守本职工作的初衷。

本报记者 赵益彬

用爱守护血透患者生命线
——记市五院血液透析室

2021河北公益节拟于12月12日在我市举办，本届公益节由河
北省民政厅、衡水市人民政府指导，河北慈善联合基金会、衡水市
民政局联合主办，主题为“汇聚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河北公益节自2013年起已成功举办8届，通过慈善展会、平行
论坛、公益路演、爱心盛典四大版块，全面展示我省公益慈善发展
新成果，传播公益慈善新理念，促进慈善资源对接，已成为河北公
益组织交流和成长的专业平台。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关部

署，最大限度降低疫情传播风险，因爱汇聚·2021河北公益节进
行了全面升级，将首次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设置“云
观展”“云推介”“云论坛”“云挑战”四大核心版块，并在衡水设
置线下主题会场。

“云观展”是本届公益节搭建的河北公益慈善文化线上展厅，
主要是引导大家开启沉浸式云端观展体验；“云推介”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方式，为乡村振兴项目打造集推介和对接为一体的综合服
务平台；“云论坛”借助直播平台开设线上会议厅，邀请部分领导
嘉宾探讨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云挑战”则打造开创性体
验，主要为河北公众探索提供捐赠时间做公益和“时间银行”互助
养老的新模式。与以往相比，本届河北公益节利用新型互联网信息
技术，将活动环节通过线上平台呈现，将开启创新体验、场景互动
的“云上公益节”。

公众可通过“河北公益节”微信公众号获取河北公益节相关
信息，即日起，各爱心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也可通过该公众
号在线申报参与云展位、线上或线下签约项目、主题论坛等重要
环节。

衡水市民政局

亮点抢先知！2021河北公益节线上+线下全面启动
本报讯（高翠翠）

快递有速度，工会有
温度。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
益维护的重要指示精
神 和 上 级 工 会 要 求 ，
11 月 29 日，衡水高新
区工会开展“工会进
万家·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温暖行动”服务
月活动，慰问了衡水
政通速递有限公司的
35 名 一 线 快 递 员 代
表，为他们送上了头
盔、挡风被、护膝等
物资，帮助他们抵御
风 寒 、 加 强 安 全 防
护。

衡水高新区工会为“快递小哥”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张向南） 日前，衡水
市市场监管局桃城区分局组织执法人员
对辖区村级卫生室进行了专项检查，进
一步加强村级卫生机构药械安全监管，
规范村卫生室的药品管理和使用，保障
乡村用药安全。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村卫生室是否
办理并在醒目位置悬挂《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和相关执业人员资质；检查经
营者主体资格、进货渠道，购进药品资
质是否齐全有效，购进药品是否做到
证、票、账、货款相符一致；是否有真
实完备的药品验收和特殊药品销售记
录；购进医疗器械是否取得注册证或备
案凭证；是否严格按照规定使用、销毁
一次性医疗器械。

为引导规范使用药械，他们还重点
查看了药品医疗器械的防虫、防鼠、防
尘、防潮、防火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是

否存在使用过期、失效霉变的药品；药
品是否按说明书要求管理储存；是否配
备温湿度监测调节设施设备，药品、医
疗器械是否分类陈列，药品是否离墙离
地摆放，储存条件是否符合规定；冷藏
避光药品是否按要求存放以及是否有超
经营范围的保健品、食品；严厉打击从
非法渠道购进药品的违法行为，按要求
做好药品、医疗器械的购进和养护记
录、药品拆零等规范记录。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督促各相关
单位提高主体责任意识，切实做好疫情
防控消杀、人员登记和购买退热止咳
等四类药品的详细记录。截至目前，
该局对 8 个村级卫生室进行了突击检
查，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2份，要求部
分卫生室对药品储存条件差、药品购
进验收记录登记不全的问题进行限期
整改。

提高主体责任意识 保障乡村用药安全

桃城区开展村级卫生室专项检查 本报讯 （记者杜俊颖）
从滨湖新区综合执法局获
悉，自 2021 年 12 月 1 日起，
衡水湖已进入为期 9 个月的
封湖禁渔期。

据悉，为切实保护衡水
湖水产资源，确保增殖放流
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渔业法》和《河北省渔业
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
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委会同意，衡水湖将实行封
湖禁渔。禁渔时间为 2021年
12 月 1 日 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禁渔范围为实行全湖范
围禁渔。

禁渔期内所有民用船只
全部离湖上岸，未经许可，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入湖。
禁渔期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

人收售衡水湖水产品，一经
查获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
法处理。相关单位和个人应
当自觉遵守渔业法律、法
规。对违反渔业法律、法规
的违法行为，由衡水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相关执法部
门，根据情节轻重依法处以
罚款、没收渔具、渔获物、
违法所得等处罚。对抗拒管
理、扰乱湖区治安、破坏休
渔秩序且情节严重者，移送
公安机关依法查处；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衡水湖进入封湖禁渔期
自本月起 为期9个月

本报讯 （王彦博） 近
日，安平县文联书画家协
会、朗诵艺术学会、作家协
会、摄影家协会逾百位艺术
家，捐献善款 28280 元，救
助突染重症的县书画家协会
刘永超。一股爱的热流，涌
动在朔风凛冽的安平大地。

刘永超今年 47岁，是安
平县卓有成就的国画艺术工
作者，近年来一直参加全县
的书画创作、展览与各类文
化活动。2020 年春节前后，
他创作的抗疫美术作品《爸
爸在武汉》，最早发表在中国

美术网，提升了安平县抗疫
斗争的社会影响。今年 10
月，刘永超突发重症，几天
时间，延续治疗难以为继。

安平县文联、县书画家
协会闻讯刘永超病况，立即
于 2021年 12月 2日，向书画
家协会、朗诵艺术学会、作
家协会、摄影家协会等文艺
家协会发出捐助倡议。仅一
天时间，共收到书画、朗
诵、作家、摄影协会 114 位
艺术家捐助善款28280元。

目前，捐助活动仍在进
行中。

安平画家刘永超患重病 百位艺术家捐来爱心款

本报讯（记者夏晓婷、金莉莉） 近
日，记者走进武邑县武罗生态农业示范
园“忆静花卉园艺坊”，只见数百种各式
各样的多肉植物长势正旺，呆萌可爱。
往年这个时候，这个“多肉王国”会吸
引四方来客欣赏选购。然而眼下，这些

“多肉精灵”却遭遇滞销，它们的主人张
秋菊一筹莫展。

“受疫情影响，今年损失了不少订
单。我自己带着1周岁的孩子，也顾不上
照看经营，本地客源也少了。”一见面，

张秋菊就迫不及待地跟记者说起滞销的
情况。她的两个大棚里有十多万盆多肉
植物，随着多肉植物不断生长，种植规
模越来越大，销售和管理都成了问题。
因为如不及时销售出去，不但没有经济
收益，还会影响棚内的正常经营和管理。

张 秋 菊 说 ， 自 己 像 照 看 孩 子 一
样，精心养护每一株多肉。这些“多
肉精灵”倾注着她的梦想。当初，张
秋菊和丈夫辞去天津的高薪工作返乡
创业。从最初的摆摊销售，到 2015 年

在县城周边租赁 300 平方米闲院规模
化种植，再到 2018 年租赁大棚建设种
植基地，种植事业几经波折，却一路
向好。

日常经营销售中，张秋菊对这些多
肉植物倾注了很多感情。为了让多肉植
物到了新主人家里依然能茁壮成长，她
建了两个微信交流群，把自己的养花技
艺毫不吝啬地分享给客户。

尽管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二宝的降
生，暂时打乱了张秋菊的计划，甚至带

来滞销困扰，但张秋菊心中仍怀揣着创
业干事的激情与梦想，“下一步，我们想
将多肉植物大棚发展成集多肉培育、多
肉寄养、多肉花盆批发和乡村旅游为一
体的多种经营模式，让更多的人走进多
肉世界。”

多肉植物让人爱不释手，不过不少
人对多肉养护存在误解，认为它娇气不
好养。为此，张秋菊解释，多肉又称懒
人植物，喜阳喜旱，十多天浇一次水即
可，不需要特别精心的养护。

看到这里，您是否也喜爱上呆萌可
爱的“多肉精灵”，是否被张秋菊坚持梦
想不放弃的精神打动。希望爱心人士能
伸出援助之手，或自行选购或帮忙寻找
销路，帮助张秋菊渡过难关。张秋菊电
话：15203183437。

武邑十余万盆“多肉精灵”滞销
种植户：多肉喜旱好养，盼爱心人士带它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