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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 着学校陆续开
学，偃师市首阳山镇南蔡庄村
的大一及高一学生，怀揣着村
里的教育奖励基金踏上了求
学之路。

说起南蔡庄村的教育奖
励基金，与村里第一大姓鲍氏
家族尊师重教的家风不无关
系。近日，记者走进南蔡庄
村，感受鲍氏家族家风的传承
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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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健康是最大的民生。为努力实现基层
患者“大病不出县”的诊疗目标，2014年河南省计
划用五年时间建设100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全
面提升县级医院的综合服务能力。

为更好地服务百姓健康，伊川县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积极参加河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的申
建，在全省 108 家县医院中脱颖而出，成功被评
为首批河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在豫西县级
医院中独树一帜。

2015年，伊川县人民医院再接再厉，骨科也被
评为河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实现了重点专科
建设中的“两连冠”。

透过“两连冠”，我们看到伊川县人民医院
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专科发展之路。近年来，
该院将专科建设做为发展的重中之重，通过“明
确目标，全力支持，全程督导”三原则，大力加强

重点专科建设。明确目标，就是制订医院中长
期发展规划，确立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
泌尿外科、神经外科、胸外科六个院内重点专科；
全力支持，就是在人、财、物等方面对重点专科建
设进行倾斜，在评功评奖、进修培训、职称晋升等
方面给予优先考虑；全程督导，就是通过签订目
标责任书，召开工作进度促进会、工作讲评会，总
结经验，查找不足，全程督导。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目前，神经内科有专业技
术人员66名，其中医学硕士2名，中、高级职称人员13
名，设有2个病区，4个护理单元，开放床位160张，年门
诊量20000余人次，收治住院病人5000余人次；骨科
现有专业技术人员52名，其中医学硕士4名，中、高级
职称人员17名，设有3个病区，开放床位129张，年门
诊量18000余人次，收治住院病人3900余人次，手术
1500余台，诊疗技术达到市级先进水平。

重点专科建设实现“两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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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是引领，创新是动力。伊川县人民医院大力实施
“科研兴院、创新强院”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医护人员开展
科研创新，如今成效凸显，仅神经内科和骨科就获得7项
河南省科技成果，成为全省县级医院中的佼佼者。

在伊川县人民医院的科研创新工作中有很多第一，神
经内科和骨科的两个第一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2009年，神经内科一病区主任李希水主持的科研项
目“微创侧脑室引流术加脑脊液置换治疗脑室出血疗效
对比临床研究”，在脑室出血的治疗方面实现了突破，被
确定为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李希水成为医院科研工
作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0年，骨二科主任田少渠

的科研项目“可膨胀自锁髓内钉治疗四肢长骨骨折”被评
为河南省“医学新技术引进三等奖”，此奖项首次颁给了县
级医院。

为把专科建设做大做强，伊川县人民医院在科研领域
厚积薄发，持续给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气。

pilon骨折是临床中最具挑战性的骨科难题之一，骨
二科主任田少渠主持的科研项目“二步法治疗高能量pi-
lon骨折”，首次提出二步法治疗的新理念，被评为河南省

“科学技术成果”，荣获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1年，副主任医师杨卫渊主持的科研项目“刺五加

联合吸氧治疗偏头痛临床研究”，破解了偏头痛治愈率低、

恢复慢、复发率高等治疗难题，被评为河南省“科学技术成
果”，荣获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013年，骨科医学硕士张利克的科研项目“颈椎病椎
动脉型推拿处方规范化研究”，被确定为河南省“科学技术
成果”，荣获洛阳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被专家评审组
认定达到国内同类技术领先水平。

2015年，神经内科一病区吕冰洁的科研项目“机械取
栓联合动脉溶栓治疗急性基底动脉闭塞的临床研究”，神
经内科二病区翟俊格主持的科研项目“电针双侧肢体对高
血压脑出血患者肢体功能的影响”，分别被评为河南省“科
学技术成果”，目前正在积极申报科研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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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伊川县人民医院以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坚
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重点专科建设为龙头，团结
奋进，锐意进取，各项工作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在重点专科建设方面突飞猛
进，神经内科和骨科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县级临床重点专科”，成为医院发展中新的里程碑。

当前，伊川县人民医院坚持锻造严与实的作风，用优良作风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在新的起点上，该院将全力推进重点专科建设，彰显品牌形象，全心服务百姓“健康梦”！

“来医院时，四肢瘫痪，不停地吐，喊也喊不醒，我
们觉得家里的天要塌了。”提起发病的经历，赵某的家
人至今心有余悸。

2014年7月24日，伊川县鸣皋镇干河村的赵某，
在上班途中突然发病被送到伊川县人民医院，被诊断
为急性基底动脉闭塞。神经内科医护人员急行急诊介
入手术，在赵某的脑基底动脉内取出一2×6mm的暗
红色巨大血栓，成功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这在国内文献
记载中也非常少见。而这，只是伊川县人民医院开展
脑血管介入技术的一个缩影。

脑血管介入诊疗技术被誉为操作难度大、技术要求
高、诊疗效果好的尖端手术。2012年6月，伊川县人民医
院率先在洛阳市县级医院开展此项先进技术，截至目前
已开展400余例脑血管造影术、脑血管支架成形术、脑动
脉瘤栓塞术、脑动静脉畸形栓塞术等各类介入手术，实现
了介入诊疗出血和缺血性脑血管病的“大满贯”。

2015年9月，神经内科被评为全国首批“卒中中心”
成员单位，进一步夯实了重点专科建设的基础。

“我的腿治好了，我们全家就有希望了！”宜阳县女
性患者李某，8年来一直受到右膝关节疼痛的困扰，导
致不能走路，慕名前往伊川县人民医院医治。骨二科
主任田少渠为她开展了人工全膝关节置换术，治好了
李某的“罗圈腿”。李某痊愈后，在家人的陪伴下登上
了长城，还特意给田主任发来照片并表示感谢。像李
某这样的病例在该院不胜枚举。

目前，骨一科开展的断肢（指）再植、四肢皮瓣移植
术，骨二科开展的膝关节表面置换术，均达到市先进水
平。骨三科开展的关节镜诊疗技术达到省先进水平。

“开展一项新技术，不但能治好一个病人，更能幸
福一个家庭。”伊川县人民医院院长王瑞宗介绍说，要通
过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全面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能力，
努力实现“大病不出县”的诊疗目标，更好地服务百姓的

“健康梦”！ 牛鹏远 方社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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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镜手术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率先在全市县级医院开展脑血管介入手术率先在全市县级医院开展脑血管介入手术

建好重点专科 服务百姓健康

本报讯 （记者 戚帅华 通讯员 杨德贵 郑泽宁）
今年前两个月，洛阳机场旅客吞吐量大幅增长。记者
昨日从洛阳机场获悉，今年 1 月和 2 月，洛阳机场完成
旅客吞吐量 139740 人次，同比增长 40%，月均航班客座
率达 82.5%。

航线航班布局更趋完善。去年以来，我市恢复开通洛
阳至成都、银川、包头、石家庄、香港等航线。目前，洛阳机
场开通有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包头、昆明、大连、沈阳、
重庆、杭州、成都、银川、石家庄、香港、曼谷等15个城市的
定期航线，每周航班近80架次。

出入境旅客吞吐量快速增长。近年，我市积极开拓国
际航线，并于去年 11 月开通洛阳至曼谷国际航线。据统
计，今年 1 月和 2 月，我市国际（地区）航班旅客吞吐量达
17830人次，同比翻了近两番。随着出境游日益火爆，洛阳
机场今年积极谋划开通新的国际航线，预计全年国际（地
区）航班旅客吞吐量将达10万人次。

整体票价更优惠。随着洛阳机场不断引进航空运力，
增加低成本航线，加密热点航线航班，洛阳航线的整体票价
水平已比往年明显降低。近几年，除春节、国庆黄金周等节
假日外，洛阳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多条航线的机票折扣力
度不断加大，越来越优惠的票价吸引了更多市民及周边旅
客选择从洛阳机场乘机出行。

前两个月

洛阳机场旅客吞吐量
同比增四成

鲍氏家风尊师重教，南蔡庄村设立教育奖励基金

重教家风带动全村助学

首阳山南蔡庄村共有6100人，其中
鲍姓的就有4000人。

迈进一户村民的家，抬头就见门匾
上四个大字——卧雪家风，还来不及咂
摸其含义，一位衣着朴素、精神矍铄的老
人便迎了出来。他是鲍洪轩，今年 78
岁，在该村鲍氏家族中德高望重。

“‘卧雪家风’的典故就发生在洛
阳。”鲍洪轩说，东汉时期，有个名臣叫袁
安，为三国时期袁绍的高祖。有一年冬
天，连降大雪，许多人出门乞食。洛阳令
巡视灾情时路过袁安家，却见大雪封门，
以为他饥寒而死，赶忙破门而入，只见袁
安气息奄奄卧在床上。洛阳令问他为何
不出门求食，袁安答：“大雪天人人皆饥
寒，我不应该再去打扰别人！”后人将袁
安宁可困寒而死也不愿乞求他人的廉洁
精神，称为“卧雪情操”。

再往里走，在堂屋的正中有一副对
联：立定脚跟竖起背，展开眼界放平心。
鲍洪轩说，这对联内容也是鲍氏的家
训。无论是门匾还是对联，这些家训均
教育族人：做人要端，与人为善。

鲍洪轩之所以在家族中德高望重，
除了辈分高，还与他身体力行并教育子
女践行家训密不可分。由于擅长书法，
每当村里有个大事小情，他总是施以援
手、不计报酬，在村里有很好的口碑。

距离鲍洪轩家不远，有一座始建于
清朝的鲍氏先祠，里面竖立的石碑记载
了鲍氏的族谱与祖训。据石碑记载，其
先祖于元末明初自山西迁居至此，至今
已有600多年，鲍氏族人根据石碑内容
总结家训并编入家谱，不断传承。

“在家训中，尊师重教是一项重要
内容。”南蔡庄村党支部前书记鲍根旺
捧着家谱说，其中专门有一页“教子箴

言”，上书“爱子须教子，惯子如杀子。
浇花要浇根，教子要教心……”显示了
鲍氏族人对教育的重视。

鲍氏族人的经历也折射出重教的
思想。

鲍洪轩的爷爷鲍安国在当地十分有
名，在民国时期曾出任河南省财政厅调
查员。他7岁开始学习书法，后自立门
户，名声渐渐在书法界传开。中年后，鲍

安国退居偃师老家，与几名同乡办新学堂
教书育人，至今村里许多老人还念着这位

“鲍先生”在村里“开风气之先”的义举。
鲍洪轩兄弟三人，年轻时都在村里

教过书。鲍洪轩说，只有重视教育，才
能让后人不断进步，将好的家风不断传
承、发扬。为了勉励村里年轻人，鲍洪
轩作了许多催人向上的诗词，并书写、
装裱、悬挂，供人参观、学习。

在南蔡庄村村口，篮球场地一侧
的墙上写满了文字。走近细看，上面
是该村教育奖励基金工作开展情况，
清楚地写着捐资助教村民和获奖励师
生的名单及相关金额。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鲍少鹏介绍，受
鲍氏尊师重教家风的影响，年过八旬的
鲍运隆于去年 8 月发起成立了村教育
奖励基金。捐资者都是自发的，最多的
捐了5万元，少的有捐5元、10元的，共
有 300 多人捐了 43 万多元。目前，教
育奖励基金针对的是考上高中及大学
的学生，还有为村里教育做出贡献的教

师，“到目前为止，一共资助了 32 名学
生和12名教师”。

鲍少鹏说，农村孩子要想有出息，
离不开良好的教育；而良好的教育离不
开好教师。现在，农村教师的待遇不算
优厚，所以想通过这种方式给予其鼓
励，“虽然数额不多，但是个心意”。

目前，该村为教育基金成立了管
理理事会，下设理财组、宣传组、社会
调查组和督导组，以实现资金严把严
用、公开透明。他们希望借助完善的
制度管好、用好余下的钱，真正帮到有
需要的人。

本报记者 郝洋 文/图

身体力行诠释家训

家风折射尊师重教

传承家训设教育基金

本报讯（记者 申利超 通讯员 许建军）一名群众罹患
重病，全镇党员干部、企业、爱心群众踊跃捐款。近日，孟津
县麻屯镇演绎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救助重病女孩”的爱
心故事，在初春的料峭寒风中散发出浓浓暖意。

23岁，正值青春年华，孟津县麻屯镇水泉村女孩李胜
南却不幸遭遇病魔侵袭，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李胜南大学毕业后，进入我市一家汽车销售企业工
作。去年年底，她突然持续发烧，身体乏力。今年2月，她
被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经过治疗，李胜南的病情有所好转，虽然与其哥哥骨髓
配型成功，但近50万元的治疗费成为这个普通农村家庭化
解不了的难题。

知道她的事情后，该镇于3月初通过麻屯镇微信平台
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倡议：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倡导扶
贫帮困的时代新风。该镇同时向镇域企业和社会各界发出
倡议书，动员大家奉献爱心、伸出援手。很快，该镇党员干
部捐款5840元，各企业捐款22500元，洛阳隆华传热节能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工会和爱心职工更是捐款30890元并
于日前送往医院，交到李胜南父母的手中。

近年来，麻屯镇大力开展善行义举等活动，乡村好风尚
越来越浓郁。

各方捐款救助患病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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