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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科是医院一个综合性的救治平台，主要收治各
种原因导致器官功能障碍需要生命支持和密切监护治疗的
危重症患者，是生命安全和医院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患者
来自院内各病区、其他医院转入、120指挥平台、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和大型灾害事故等。

作为四川省卫计委立项的“省甲级重点专科”建设科室，
达州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的规模位居川东北片区医疗机
构之首，综合救治能力达到省内前列，在区域医疗中心起到
了龙头示范作用，为我市及周边地区“急、危、重症”患者的救
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扭转了过去重症患者需到外地“求医
问药”的局面，解除了老百姓“看重病难”的困苦，真正架起了
生命的绿色通道，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启动“关爱工程” 推进服务创新

系好头套，穿上鞋套，戴上手套，记者小心翼翼地进入了
重症医学科。一位老人的病床前，两个护士正忙着为老人服
务：一个护士慢慢地给老人喂温开水，一个护士轻轻地给老
人剪指甲。老人不能说话，但那感激的眼神仿佛在告诉记者，

“像我的亲闺女，照顾我很有耐心。”
重症医学科实施全封闭式管理，是医院唯一没有留家属

陪伴的科室。重症患者的救治除依赖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
外，患者的吃、喝、拉、撒、起居等生活问题以及功能锻炼均由

医护人员全程照料。而重症患者又是一个特殊困难群体，他
们大多无法行动和用语言交流，为他们服务需要高度的耐
心、责任心和慎独精神。重症医学人正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一
个特殊群体，她们不怕脏、不怕臭，为患者翻身、洗脸、喂饭、
倒屎、倒尿、掏大便……这些与治疗同步的繁重工作，已成为
重症护理的常态工作。

不仅如此，科室在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上不断创新，注
重个体化需求，新增为重症患者心理咨询、带呼吸机护送回
家过年、拍照片送亲人、病房为患者过生日、特殊功能锻炼等
服务内容，让患者真正感受到医护人员的人性关爱和专业。

2012年以来，重症医学科便启动了“关爱工程”，针对不
同医疗需求的特点，灵活启用“个性化”和“人文关怀”服务，
赢得了患者家属的高度赞誉，构建了和谐的医患关系。2012
年春节前夕，一位九十高龄的老大爷，因呼吸衰竭在ICU呼
吸机维持长达1年，在即将走完他生命的最后一程前，却用力
写出了“我想回家过年”几个字。这个在常人看似简单的心
愿，对于一位病重的老人来说，几乎成了他人生中最大和最
后的一个心愿。面对路途遥远的农村，如何带着呼吸机将一
位重症患者安全转运回家过年，完成他最后的心愿，这成了
重症医学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因为，当时国内无现成的经验
可以借鉴。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经过再三论证后，重症医学人决
定克服重重困难，尝试这一挑战，帮助老人完成心愿，在国内
率先开启由医护人员陪同带机转运重症患者回家过年的病
例。

事迹经媒体报道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国内同行
纷纷效仿，极大地鼓舞了医护人员的工作热情，为推进重症
服务新模式做了有益的尝试。

应对突发事件 承担社会责任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灾害
事故中，重症医学科发挥了引领主导作用，坚持以社会责任为
己任，为政府正确决策献计献策，体现了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
精神。在抢救万源“12�26”矿难和达州“2�6”重大烧伤等事故
的救援工作中成绩显著，受到了省、市领导的表扬，获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有效促进了团队建设和发展。

尤其是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救治中，重症学科人更
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表现出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政治
思想品质。

2017年3月2日，一位历经三地五院多专业诊治后的患
者，终因病情加重呼吸衰竭转入ICU抢救。从表面上看，这位
患者与其他呼吸衰竭的重症患者并无两样，但细心的重症学
科人却诊查出了不一样的病情：从患者肺部拍片检查中，该
科郑祥德主任发现了一小块毛玻璃一样的阴影。“难道是
H7N9病毒感染？”联想到当时在其他地方已出现H7N9感染
患者，郑祥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很快，省疾控部门的确诊
结论，证实了他的判断。

正是这个细心的判断，对我市防控H7N9疫情起到了关
键作用。在阻击疫情播散的过程中，实际在考验重症学科人
的意志和担当，是否把患者的安全和疫情的控制放在首位？
事实证明，面对可怕的重大传染性疾病，重症医学科医护人
员敢于担当、毫无怨言、从未退缩。科室管理者和党员干部率
先垂范，带领全科人员投身在控制疫情的第一线，为全面控

制达州市疫情铸牢防火墙，为达州人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

大巴山人民纯朴善良，但农民健康保护意识还比较薄
弱。近年来，农村常有被大黄蜂蛰伤、毒蛇咬伤、吃毒蘑菇中
毒、除草剂和农药中毒等事件发生，由于第一时间现场处理
方法不当和当地医疗条件的局限，转入重症医学科救治时间
滞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导致致残率和死亡率增加。面对
这些痛心疾首的问题，重症医学科主动将工作前移，勇于承
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在抢救他们生命的同时，不忘把大众防
护和自救知识的普及作为己任，从源头上治理，以多种形式
对患者家属宣传，并借助媒体呼吁各界人士给予重视，向市
民广泛宣传防护自救常识，达到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的目
的。

团队还靠领头雁 科技创新攀高峰

重症医学科在创一流团队的同时，不忘学术进步和科技
创新，以科研促学科发展，学科发展推进科技进步。该科的学
科带头人郑祥德，是四川省卫计委“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中国医师协会重症医学会委员、四川省重症医学会常委
和达州市重症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在推进全市重症医学发
展的同时，率先垂范，发挥领头雁作用，投身临床一线，并带
领团队狠抓学术和科研水平的提高。

近年来，该科先后获得达州市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4
项以及四川省医学科技三等奖2项；获得达州市科技立项在
研课题1项、资金15万元；获四川省医学会科技立项在研课
题1项、资金1.5万元；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1项；发表在国家
级核心期刊学术论文20余篇，科室共撰写论文100余篇。学
术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极大促进了重症新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有效惠及了重症患者。

达州市中心医院的重症医学团队，这是一支“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队伍，这是一座保护市民生命的绿色
桥梁！该团队的事迹先后多次被国家、省、市等主流媒体报
道，如今，“工人先锋号”这个沉甸甸的荣誉里，满载的是重症
医学人对患者的爱心，对社会的责任，对事业的追求！

●近段时间，达州市
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医
护人员们很是激动，因为
经过层层选拔和评比，该
科室荣获了“达州市工人
先锋号”。与此同时，该团
队80多名重症医学人又感
受到更大的压力，因为需
要更多的努力和付出去维
护荣誉。

来之不易的荣誉是怎
么炼成的？记者日前得到
允许后，走进了这个“闲人
免进”的科室，走进了这群
生命最后防线的守卫者，
去感受他们对生命的热
情，对事业的执着。

“工人先锋号”是怎样炼成的？
——写在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荣获“达州市工人先锋号”之际

□文/图 王标 本报记者 罗天志 刘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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