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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淮安市淮阴医院门诊

导医台又开设一便民服务窗口

——院长值班岗。淮阴医院党

委书记王成元值了第一班岗，直

接为患者和临床一线服务。

值班岗设立当日，王成元准

时到岗，佩戴胸卡，将姓名和职

务进行公示。许多来院就诊的

群众纷纷前来咨询问题、寻求帮

助。

王成元认真聆听，现场解答

问题，并详细记录。在接待过程

中，能现场解决的问题，他立刻

解决。遇到需要多科室协调解

决的情况，他全力统筹协调相关

部门、科室，力争在最短时间内

为来院就诊的患者服务到位。

对无法现场即时解决的重大事

项或解决难度较大事项，王成元

认真做好记录。他在工作中态

度和蔼、服务耐心，优良的工作

作风和高效的服务质量受到广

大患者和全院职工的称赞。

淮阴医院实行“院长值班”

门诊值班制度，是医院管理创新

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扎实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党史学

习教育中，淮阴医院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积极主动倾听群众呼

声，回应群众关切，着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将民

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人民

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

带来的深刻变化。

（马立华）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市第一人民医院中

心实验室的医护人员积极响应号召，迅

速投入抗击疫情第一线，体现了中心实

验室人的凝聚力和责任担当。

疫情面前，他是无惧无畏的“逆行

者”。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迅速

蔓延至全国。孩子尚未满月的顾颢，在

接到医院紧急通知后，便立即冲到了新

冠肺炎核酸检测的第一线。在科研岗

位多年的他，深知此次任务非比寻常，

但使命在肩，他用厚实的臂膀和同事们

一起扛起了核酸检测的重任。2022年

3月13日下午，他又接到任务，以“最美

逆行者”的名义奔赴常州支援核酸检测

工作。

她是认真细致的“侦查员”。2022

年初，尚在哺乳期的刘当云主动请缨，

成为核酸检测的一员。为了切实落实

岗位职责，她做到爱小家、顾大家，除了

做好核酸检测工作外，还得照顾两个年

幼的孩子。由于疫情责任重大，她很多

时候无暇顾及家庭，经常是深夜回家孩

子已经熟睡。面对深夜号啕大哭找妈

妈的孩子们，她想过放弃，但第二天又

穿上白色“战袍”继续战斗在核酸检测

一线。

他是锐意进取的“实干者”。1993

年出生的刘龙飞博士，在妻子即将临

产，正是需要丈夫陪伴，同时1-3月份

又是各级各类科研项目申报最紧张的

时候，面对压力，丝毫没有退缩，毅然报

名支援核酸检测。为了不耽误自己的

科研工作，无论大小夜班，在核酸检测

结束后，他又继续在实验室通宵进行实

验和标书撰写。

市一院中心实验室的抗疫“先锋”

远不止这些：“80后”代表张成婉博士，

在科研任务紧张时成为支援核酸检测

第一批人员；张莉博士，多次主动请缨

参加核酸检测，现已赴高铁站支援核酸

检测工作；“90后”代表韩笑，在承担核

酸检测任务的同时还兼任科秘书工作；

“00后”代表郑雨姝，刚进入工作岗位

就奔赴抗疫第一线。

战“役”没有旁观者，市一院中心实

验室的其他同志也都做好了“应战”准

备。这个科研团队年轻有朝气、积极敢

担当。相信有他们的助力，阳光终将驱

散阴霾，美好也将如期而至！

（秦文卿）

眼下正值草莓采收旺季，但

因受到新冠疫情影响，草莓卖不

出去。为帮助辖区种植企业克

服困难，近期，清江浦区武墩街

道联合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经管学院，深入家旺生态农场等

农业企业调研疫情导致草莓滞

销的情况，探讨属地、行业、企

业、院校和农户“政行企校农”帮

扶合作模式。

他们还开展送防疫服务暖

人心、送政策汇编聚人心、送法

律咨询稳人心的“三送三心”进

企业活动，着力帮助新型农业企

业和种植大户解决在疫情中遇

到的困难。此外，经管学院发挥

科研优势，专门研发“武墩草莓”

APP软件，并用无人机拍摄进行

直播宣传。武墩商会拓展各类

行业渠道，帮扶武墩种植果蔬拓

展销路。街道办组织农技人员

和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提

供各类技术服务，引导农业企业

和种植户在落实各项疫情防控

措施基础上，科学有序安排种植

生产。通过“政行企校农”优势

互补，武墩街道关键时刻及时伸

出援手共克时艰，不让企业焦

急，不使农户发愁。

近年来，武墩街道坚持把党

建引领作为助推农村农业经济

发展的“红色引擎”，立足区位，

集聚资源，重点围绕宁连路与西

安路沿线打造休闲、采摘、观光、

高效设施等“小而精”农业。

目前，武墩街道建成武墩现

代农业试验园区（柴米河）、淮安

红椒冷藏交易中心、兴农葡萄

园、家旺生态农场、锦鲤园等一

批高效设施农业项目，集聚效应

初步显现，集采摘互动、生态休

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农业

园已具雏形，增强了自我“造血

功能”。

■通讯员 殷戈 金玥
融媒体记者 朱月娥

不知多少濒临死亡的人，因为他的坚持而存活——

不断创造生命的奇迹

凝心聚力 助力疫情防控
——记市一院中心实验室奋战在核酸检测一线的医护人员

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倡导广大市民移风易俗、
文明祭祀，市民政局定于清
明期间开展“永思园杯”“我
们的节日·清明”主题征文活
动，具体内容如下：

一、征文时间
2022年3月21日－4月

5日
二、征文要求
1. 来稿要求原创，严禁

抄袭，主旨积极向上，文字清
新，语言流畅，情感真挚，内
容健康，符合主题。

2.征文体裁、文体以记
叙文、散文、随笔、短篇小说
为主（理论文章和诗词歌赋
除外），题目自拟，字数在
800－2000字。征文以“我
们的节日·清明”为切入点，
以“绿色清明，文明祭祀”为
主线，结合疫情防控、暂停公
墓（骨灰堂）现场祭扫等要
求，撰写身边厚养礼葬、文明
祭祀、慎终追远的故事和缅
怀亲人的文章及移风易俗好

的经验和做法。
3.投稿作者请提供真实

姓名、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等
信息，以便统一联系。

三、投稿方式
稿件发送至淮安市清江

浦区明远路1号，淮安日报
社广告经营中心，丁女士。

邮箱：83513159@163.
com。

联系电话:
13852362236。
四、奖项设置
2022年4月12日－4月

16日，组织评审委员会，评
出一、二、三等奖并对外公
开。

一等奖3名，价值1000
元奖金；

二等奖 5 名，价值 500
元奖金；

三等奖10名，价值300
元奖金；

获奖者均颁发证书，获
奖作品择优发表。

淮安市民政局
2022年3月20日

关于开展“永思园杯”“我们的节日·清明”
主题征文活动的启事

“政行企校农”联手
打开武墩滞销草莓新销路

淮阴医院
实行门诊院长值班制

医治病人时，他心细如
发、亲力亲为；抢救病人时，
他如一军将领，指挥全场，
全力以赴。他就是市二院
急诊与重症医学科主任杜
叶平。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通讯员 王惠 王宇

● 吃得苦中苦，才是为医之道

1976年，杜叶平毕业后进入市二

院，一直从事临床工作。经过多次危

重病人的抢救，技术实力过硬的他很

快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一名危重病人

抢救骨干医生。1999年，杜叶平被任

命为重症医学科（ICU）主任，专业从

事危重患者的救治工作。当时的

ICU条件十分有限，经过他的努力，

危重病人抢救成功率大幅提高。“呼

吸和循环是危重病人抢救的关键，我

就琢磨如何在这方面下功夫。”经过

不断探索，杜叶平率先开展主动脉球

囊反搏等先进技术，使科室一跃成为

全市领头雁，率先创成市级重点专

科，并一路保持到现在。

2004年，由于能力突出、敢拼敢

干，医院决定让他兼任急诊医学科主

任，从此，杜叶平致力于急危重症病

患的抢救。“当医生就是要吃苦，不管

在ICU还是急诊科，我都带头上，不

吃苦怎么抢救病人？”就是靠着这股

吃苦耐劳的干劲，他一路披荆斩棘、

栉风沐雨，率领团队成功创成全市第

一个急诊领域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并

开展多项先进技术，实力处于全国先

进行列。

● 技术新而强，才能救死扶伤

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是

当今世界最先进的体外生命支持技

术，在2020年新冠肺炎救治中大放

异彩，走入百姓视野。然而，杜叶平

早在2017年就在全市率先开展了该

项技术。数年来，他和团队成员运用

该项技术挽救了众多危重患者的生

命，使许多原本没有机会抢救的病患

得以新生。

“这项技术的难不仅在于设备的

复杂，更在于操作时需要团队的密切

配合。时间就是生命，早一分钟上机，

患者就多一份生还的希望。”杜叶平常

说，学医不仅要学书本，更要学经验，

经验是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不扎根临

床，哪里来的经验？”在运用ECMO抢

救众多病例的实践中，他总结出许多

宝贵经验，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团队

成员。“我们做得多，所以经验多，这些

经验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

2021年，杜叶平带领团队再创

新纪录，运用ECMO技术抢救危重

病人在全国急诊领域排名第六。“科

室医护人员都很辛苦，有时候一个电

话，大家都从被窝里起来赶到医院参

与抢救，我心疼他们，但救死扶伤是

我们的使命。”作为一名老党员，杜

叶平既像将领，也像家长，硬是将这

支队伍打造成召之即来、能打胜仗的

“铁军”。

● 信念不放弃，才能创造奇迹

说到创造奇迹，杜叶平却习以为

常，多年来他创造的“奇迹”难以计

数，在以前医疗条件不发达的时代，

这些都是“起死回生”的奇迹。

曾经有一名患者，在医护人员轮

流对其进行心肺复苏一个小时仍然没

有心跳时，杜叶平没有放弃。此时正

值寒冬，患者身体冰凉。摸了摸患者

的手脚，好像是想到了什么，他一声令

下：“升温，继续按！”在医护人员轮流

按压两小时后，患者终于恢复心跳，奇

迹诞生了，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治疗9

天后，患者一切如常，康复出院。“在寒

冷环境下，患者大脑处于保护状态，缺

氧损伤较小，持续抢救还是有一定机

会的。”杜叶平从此以后就坚定了一个

信念：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不放弃对生

命的抢救。不知多少濒临死亡的人，

因为他的坚持而存活，这份坚定是医

者大爱的完美体现。

做医生要有慈悲之心，也要有金

刚手段。杜叶平完美诠释了这句话的

深刻内涵，既有救死扶伤的心，也有力

挽狂澜的技术。如今，团队成员在他

的培养下，都能够顶起一片天。他相

信，这些年轻人一定会做得比他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