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2月7日 星期日
要闻 0202

责任编辑：周通 王群欢 美编：熊剑刚

心内科除了着重院前院中治疗，还将医
疗服务延伸至了院后。早在2006年，心内科
就成立了心血管随访办公室，组建“生命网”
工作小组，构建了以冠心病及其高危患者按
方案进行全面综合干预的生命网流程。制
定了出院病人随访制度、方案和流程，建立
系统化的健康管理档案，每月定期召开健康
教育讲座及咨询、义诊。

作为“中国远程心脏监护华东心电研究
中心”，心内科是湖南省率先开展远程心脏
监护的单位，开展了互联网+医疗、远程心脏
监测及医联体建设，覆盖湘潭地区54个社
区、基层医院、个体门诊。病人在家门口就

可以完成以前需要到三甲医院才能进行的
心电检查、血压检查等，只需一键上传，中心
的专家就能进行心电诊断。

专业专科，服务提升。心内科还开展分
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充分利用三甲医院的龙
头示范作用，纵向整合基层医疗机构，组成
医疗联合体。让患者在家庭、社区、乡镇卫
生院与湘潭市中心医院之间心电图“零”距
离会诊。

在注重临床业务发展的同时，心内科鼓
励医护人员积极参与科研工作。近年来科
室获发明专利4项，主持科研课题 10项，获
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湘潭市科技进步奖一、二、三等奖各2项，发
表论文145篇，其中SCI论文12篇、核心刊
物28篇。在重点专科建设过程中，科室加大
了教学工作力度，3年内接收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生一百余人，培训考核合格率均为
100%；2015-2019年承担同级医院或全省
性同质化培训项目10余次，完成培训次数和
质量明显高于同级医院。

人命至重贵千金，妙手丹心护民“心”。
吴名星从业25年，他说，“有时候真希望自己
是‘神仙’，能成功救治每一位患者，但遗憾
时有发生。唯有尽自己所能，不断学习和总
结，提高患者救治率，维护人民健康。”心内

科的医务人员生活很不规律，半夜三更，电
话一来，披起衣服就消失在夜色里。就是这
样一支“护心”团队，用专业的技术和用心的
服务，将一个个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创造了无数新奇迹。

构筑“心”防线 托起新希望
湘潭市中心医院心内科：

心脏被称为五脏之首，一旦出现问题，倏忽之

间，死生之别。冠心病、急性心梗、心源性休克、心力

衰竭、心律失常……这些听起来让人不寒而栗的疾

病，发病急、变化快，致死率高。湘潭市中心医院心

血管内科，通过不断提升诊疗技术，完善医疗服务能

力，创新科研技术，一次次从死神手里抢救生命，为

患者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心”防线。

先后在欧阳国之、谢助坤、曾建平、黄河、吴名

星、黄浩波等老中青知名心血管专家的带领下，经过

30多年的发展，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在高血压、冠心

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先心病、心肌病、心脏瓣膜

病等心脏疾病的诊疗，以及心脏病危急重症的抢救

成功率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能全面开展各种心血

管病介入诊疗技术，年手术量近5000例，近5年的综

合好转率均在96%以上。湘潭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已

发展成为湖南省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国家冠心病介

入诊疗培训基地，是目前湘潭市范围内乃至湖南省

地市级医院公认的整体实力最强的心血管内科。

心血管内科心导管室，手术团队通过股动脉送入
介入导管，将人工心脏瓣膜输送至主动脉瓣区打开，
为75岁的主动脉瓣狭窄患者换上了新的人工心脏瓣
膜。

“因为没有特效药物治疗，所以外科开胸主动脉
瓣置换术一直是主动脉瓣狭窄的主要治疗方式。”现
任心内科主任吴名星说，长期以来，传统的外科开胸
手术面临创伤大、需心脏停跳、建立体外循环、术后恢
复慢等缺点，许多年龄较大或者合并其它疾病的患者
因不能耐受手术而不得不放弃手术治疗。

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创伤小、恢复
快、治疗效果好，但由于技术门槛高、需多学科协作，
目前国内只有少数医院可以开展该项手术。湘潭市
中心医院是省内第三家开展TAVR手术的医院，目
前已成功实施了2例，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微创介入诊疗，实现了“小”手术有“大”疗效。近
年来，心内科积极开展慢性完全闭塞病变、左主干病
变、三支严重病变等复杂冠脉病变以及各类心律失
常、先心病的介入治疗，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节约了
整体治疗费用，为患者带来了“心”的生机。

在心内科，分秒必争。
急性心肌梗死是心血管疾病中的急危

重症，一旦发生，极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
危及生命。

去年11月，63岁的王老自驾从北京准
备开往三亚，在许广高速上，突发胸闷、乏
力、视力模糊、出冷汗等症状，进行了简单
的自救后，他向高速交警求助。

湘潭市中心医院接到急救电话后，马
上派车前往高速上接诊，中午1点多，王老
被救护车送至市中心医院。经检查，初步
诊断为急性下壁心肌梗死。患者家属都在
外地，没有家属陪同签字，市中心医院120
医生立即通过网络传输心电图，电话联系
心内科医生，启动“胸痛病人绿色通道”，报
告医务科，激活导管室，确定手术方案等
等，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医院就为王老急诊

手术提前做好了准备，并成功进行手术，患
者恢复良好。

救治高效得益于市中心医院“胸痛中
心”这条急救绿色通道，院前急救到临床科
室之间的壁垒消除，各项检测便捷，就诊流
程简化，为抢救生命赢得了时间。

抢救心血管急症患者，“时间就是生
命，抢时间就是换生命。”心内科CCU主任
朱云龙说，对于急性心梗患者，1小时内开
通血管恢复灌注，死亡率为1.6%，拖延到6
小时，死亡率则上升到6%。湘潭市中心医
院最大限度地整合优质资源，实行“先诊
疗，后付费”服务模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将与胸痛相关的医疗设备、患者和医务人
员连接起来，在功能上实现“患者未到、信
息先行”，形成了一个空间上分散、功能上
紧密合作的救治网络。

抢救病人、紧急手术、指导康复……在
心内科，这样的“生死时速”时常上演。

去年4月，湘潭市中心医院心内科CCU
紧急收治了一名特殊的“心痛”患者。

患者陈先生，今年49岁，因胸痛半小时
自行到医院急诊科就诊。急诊科值班医生
初步诊断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情况危急，

急诊科立即开放绿色通道，予以心电监护、
气管插管、建立静脉通道等抢救措施，迅速
将患者转移到心内科CCU。患者携气管导
管到达CCU过床时，患者再次发生致命性心
律失常——室颤。室颤时，心脏就相当于

“罢工”状态，血压完全消失，停止对心、脑、
肾等重要器官组织的血液灌注，是一种非常

危险的状态。
患者病情危重，室颤一次次地“汹涌袭

来”，最终，在短短20分钟内，室颤高达十多
次，医护人员为患者做了12次电除颤，并立
即送导管室开通闭塞血管，终于将其从“死
亡线”上拉了回来。

为了全面提升救治效率，心内科从人才

引进、专业技术、科研教学等方面发力，率先
在湖南省开展了多项心血管诊疗新技术新
项目应用，熟练运用了紧急临时心脏起搏、
主动脉内球囊反搏、心包穿刺引流术、
ECMO、心肺超声等关键医疗技术，同时不
断更新仪器设备，科室临床诊断符合率不断
提升，专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介入诊疗 带来“心”希望

急救提速 提高“心”效率

精准施策 实现“心”突破

创新医疗 注重“心”服务

本报记者 李溪 见习记者 陈颖

省临床重点专科湘潭市中心医院心内科部分医务人员合影。

心内科手术中。

本报讯（记者 黄武平 通讯员 夏
敏）2月4日，市农业农村局通报，湖南湘
猪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中的沙子岭猪特
色产业项目，自 2020年获批实施以来已
完成投资 39495 万元，投资完成率达
72.09%，建设进度和质量位居全省4个项
目市前列。

湖南湘猪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作为全
国首批50个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之一获批
立项，建设时间为 2020年至 2022年，分
年度实施。项目建设范围包括长沙、湘
潭、娄底、株洲 4市 8县（区），旨在以沙子
岭猪、宁乡花猪、大围子猪以及湘村黑猪
4大地方特色品种为主，打造优质湘猪产
业聚集区，推动湘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我市沙子岭猪特色产业作为“湘猪”
项目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品种保护、
科技创新、产业规划、市场开发、保障措
施等方面优势突出，所占份额超过三分
之一。截至目前，我市所承担的 30个项
目工程已完成 13个，在建 17个，完成投
资39495万元，投资完成率达72.09%。一
条涵盖保种扩繁、规模养殖、肉品加工、
冷链物流、品牌经营、市场营销等全环节
要素的产业链条已初步形成。

2020年，在防控非洲猪瘟和新冠肺

炎疫情的大背景下，我市将生猪稳产保
供重点工作与湘猪产业集群建设项目紧
密结合，大力推进新增产能建设和基础
设施升级改造，新改扩建沙子岭猪养殖
场 17个，实施异地分散保种 259头母猪、
20头公猪，开创了“保种场+保护区”“扩
繁场+保种户”的沙子岭猪珍贵种质资源
保护新模式。累计新增沙子岭猪特色养
殖产能 10万头，屠宰加工产能 100万头，
一二三产业产值同比增加6亿元以上，形

成了年产值达30亿元的湘潭地方特色生
猪产业集群。

央视纪录片《猪中国宝－沙子岭猪》
《行走的餐桌》对沙子岭猪及其产品进行
了专题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我市先后组织开展或承办了沙子岭
猪特色产业高峰论坛、挑战最大份红烧
肉吉尼斯纪录、毛氏雪花猪肉系列产品
首发式、沙子岭猪全猪宴等节会活动，有
效扩大了沙子岭猪品牌知名度，提升了

市场竞争力。
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将以实

施湘猪产业集群建设项目为契机，进一
步抓好沙子岭猪资源保护，完善良种繁
育体系，大力推广湘沙猪，加快湘岭黑
猪新品种选育；持续强化品牌效应，巩
固提升沙子岭猪全产业链，促进沙子岭
猪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省领
先、全国知名的地方特色生猪产业示范
样板。

本报讯（湘乡记者站 何兴安）年末
存栏生猪 65万头，出栏 89.6万头，分别
完成上级下达任务的 116%和 105%……
去年，湘乡市以恢复生猪生产为契机，通
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推动
生猪产业转型化发展，提升了产业链抗
风险能力。

2020年，湘乡市争取各级对生猪产
业投入近4000万元，重点支持6家大型企
业纳入优质湘猪产业集群项目，支持4家

企业获得中央预算内补助，支持134个规
模养殖场进行生物安全提质改造，发放了
规模养殖奖励、新增产能奖励、粪污处理
设施补贴和引种补贴等。

财政投入既坚定了养殖企业的信心，
也有效推动了生猪产业优质发展。签约
引进的 12家大型生猪养殖企业，将湘乡
市生猪产业规模化发展推向了更高层
次。这些项目总投资8亿元，投产后预计
可新增存栏母猪 3.1万头，新增出栏商品

猪36万头，新增出售仔猪38万头。
同时，采用“公司+农户”的利益联结

模式，向中小规模养殖户推广龙头企业的
环保工艺和数字养殖技术。还对全市
300多个规模养殖场（户）和乡镇专技人
员全覆盖轮训，安排46名科技特派员、76
名专业技术人员，与规模养殖场、重点村
建立“一对一”帮扶机制。这些举措有效
提升了规模养殖户科学养殖水平，抗风险
能力进一步增强。

2月5日
晚，建设南
路 莲 城 夜
市，人声鼎
沸。随着春
节临近，我
市街头巷尾
一个个夜市
店 生 意 火
爆 ，莲城街
头“烟火味”
日渐浓厚。
（本 报 记 者
陈旭东 摄）

市图书馆系列线上活动迎新春

直播间里年味浓
本报讯（记者 谷桔）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2月 5日，市图书
馆举办“走进图书馆，开心过大年”迎新春网络直
播活动。

这次网络直播活动紧扣“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推出了剪纸教学、有奖猜灯谜、送春联等活
动。主办方请来了湖南省剪纸艺术协会会员、民
间剪纸工艺大师刘月玲，教大家学习传统的窗花
剪纸。农历2021年是牛年，围绕“福牛”“金牛送
福”等主题，刘月玲创作了40幅剪纸作品。在送
春联环节，我市 3位知名书法家书写了 135副春
联。这些剪纸作品、春联都赠送给了参与直播的
市民朋友。

据了解，因受到疫情影响，市图书馆原本准
备的系列线下活动改为线上活动，虽然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直播，但市民朋友们参与热情很高，吸
引了2万多人次留言互动。

市领导开展节前走访慰问
本报讯（记者 谭丽 谢雨芬）2月 5日，市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吴志雄一行来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道德模范、“板凳妈妈”许月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杨真平，副市长董巍，与民族宗教界人士代表举行新春座谈会，
向他们送上党和政府的关怀，致以新春祝福与问候。

当天，吴志雄来到市社会福利院，关切地询问许月华的身
体状况，并向她致以新春祝福。“一定要照顾好身体，过一个快
乐祥和的春节。祝愿您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顺意、越来
越好。”吴志雄表示，湘潭是全国文明城市，希望有更多的人学
习“板凳妈妈”的精神。

许月华表示，非常感谢党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和爱护，
会认真发挥好道德模范的榜样作用，影响身边更多人，会保重
好身体更好地回馈社会。

当天，吴志雄一行还为市社会福利院的小朋友送上慰问物
资，祝愿孩子们茁壮成长。

2月 5日，杨真平、董巍与民族宗教界人士代表欢聚一堂，
辞旧迎新，展望未来。民族宗教界人士代表回顾了 2020年工
作，畅谈了新的一年工作计划。大家纷纷表示，2021年，将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加强理论学
习，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湘潭的和谐稳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杨真平代表市委、市政府向民族宗教界人士致以新春祝福
和节日问候，对民族宗教界人士在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促
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他希
望，在建党100年之际，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民族宗教界人士
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贯彻
落实好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继续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为
湘潭改革发展凝聚起磅礴力量。

市科技局走访慰问在潭外国专家
本报讯（记者 王超）中国传统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贯彻

落实《湘潭市“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方案》，2月5
日，市科技局有关人员来到湘潭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等单位，看
望慰问在潭工作的外国专家，为他们送去新春祝福。

据介绍，目前在潭外国专家主要来自美国、英国、德国、韩
国、日本、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国家，从事的主要职业（岗位）为
文教类和企业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等。走访慰问后召开了外国
专家座谈会，市科技局对外国专家为湘潭经济社会发展，尤其
是助力复工复产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致以节日
的问候。

市科技局外国专家服务科负责人表示，湘潭将进一步营
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在工作和生活
各方面为外国专家提供更多便利，欢迎更多外国人才来湘潭
创新创业。

沙子岭猪特色产业领衔“湘猪”集群项目

投入近4000万元发展生猪产业，存栏生猪65万头，出栏89.6万头

湘乡生猪生产超额完成指定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