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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烟草危害已成为全世界最严重的公共
卫生问题之一。全球每年因吸烟导致死亡的人数
高达 800万，超过因艾滋病、结核、疟疾导致的死
亡人数之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
消费国，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尤为严重。青少年正
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对有毒有害物质比成年人更
容易吸收，毒害作用更大。5月 31日是第 35个世
界无烟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烟草威胁环境”，当
天，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马燕平提醒广大朋
友，全员参与营造无烟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成
长。

据马燕平介绍，我国吸烟人群近 3亿人，约有
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 15岁以下
儿童有 1.8亿。据统计，有 50%初、高中生尝试过
吸烟，为此要降低中学生人群吸烟率，关键在教育
青少年从小不要沾染上香烟、不要染上吸烟习惯，
不要成为新烟民。大量科学数据显示，青少年吸
烟会对其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系统产生严重的危
害，并且会加速其成年后慢性病的发生。由于尼
古丁具有较强制瘾性，80%的青少年吸烟者步入
成年后会继续吸烟，且难以戒断。

吸烟是人类的第一人为杀手，青少年身体各
系统和器官的发育尚不完善，功能尚不健全，抵抗
力弱，与成人相比吸烟的危害就更大，对骨骼发
育、神经系统、呼吸系统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烟草中的大量尼古丁对脑神经也有毒害，它会使
学生记忆力减退、精神不振、学习成绩下降。更为
重要的是，吸烟一旦成瘾，就形成神经依赖，一时
很难戒除。同时，吸烟者牙齿被熏黄，口腔有异
味，常常大声咳嗽，更有甚者会随地吐痰。这些都
会严重影响个人形象与社会交往。

没有烟雾的空气会更加清新，没有烟草的生
命会更加绚烂。马燕平提醒广大师生，吸烟百害
而无一利，控制烟草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学校应
按照创建无烟学校要求，建立健全学校控烟制度，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青少年吸烟。校园内不张贴、
设置烟草广告或变相烟草广告，禁止出售烟草制
品。不设置吸烟点、不摆放烟具，重点区域均有醒

目的禁烟标志。发挥教师控烟的表率作用，提倡教师带头戒烟，不在学生面前吸
烟，并做到相互之间不敬烟、不劝烟，发现学生吸烟，及时劝阻和教育。大力开展

“拒吸第一支烟”活动，教育学生自觉抵制烟草诱惑。同时，为了自己的将来，青少
年要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自觉地远离香烟，健康生活从拒绝第一支香烟做
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生活中看到身边的亲友吸烟，应勇敢地上前制止；看到陌生
人吸烟，应礼貌地向他宣传吸烟的害处，积极主动营造无烟环境。 记者 马 琳

面对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英勇无畏、
可敬可爱的白衣天使，不忘初心，牢记救死
扶伤的职责，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抛家弃
子，冲锋在前。作为鄄城县人民医院化验
室一份子的崔东亚冲在了最前方，尽职尽
责，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敬佑生命、甘于
奉献、大爱无疆”的初心使命。

3月 11日下午 1点 30分，接到医院发出
的支援淄博核酸检测工作的通知后，崔东亚
来不及和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告别，简
单收拾了下行李，于 4点前准时赶赴菏泽卫
健局和其他医院的同志集合。紧接着连夜
坐车5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深夜，但
是大家都顾不得休息，打起 12分的精神，立

马投入到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中去。
刚到新的地方，一切都还不熟悉，但是

疫情不会给他们充足的时间准备。疫情无
情，人有情。即使前方有万重困难，白衣执
甲，这群检验人也毫不畏惧。他们边工作
边总结经验，大家互帮互助，力求每一名同
志都尽快熟悉工作流程。标本接收、处理、
制备、上机、出结果……看似简单的工作流
程，实则对操作、技能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当时正值淄博全市全民核酸，检测任务非
常重。一天喝不上一口水，对崔东亚来说
是常事。主要是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舍
不得浪费一分一秒，恨不得把所有时间都
用在检测上。

回忆起那段日子，崔东亚要感谢的人
当属她的婆婆，当时两个调皮的小孩都是
由她一人照看，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反而
反过来安慰崔东亚：“你在那里安心工作，
家里的事不用你操心。”有了家人的支持，
崔东亚更加信心百倍，每次工作她都兢兢
业业、恪尽职守，争取为淄博人民多出一份
力，为早日战胜疫情多贡献自己的力量。

连续紧张工作 14天后，菏泽队终于出
色完成任务，3月 24日到达鄄城隔离。隔离
期间，女儿每天打电话，说得最多的就是

“妈妈我想你了，我真的想你了”。终于隔
离结束，但是恰逢鄄城疫情发生，崔东亚来
不及和家人团聚，听从医院召唤，进入方舱

实验室。疫情紧张时，一直吃住在医院，等
全县疫情形势明朗，小区解封后才回到家
中。此时，离她 3月 11日去淄博支援，已经
过去了 1个多月。

“这次去淄博进行核酸采样支援，同淄
博人民并肩战“疫”，是我 30多年来最难忘、
最深刻的记忆。它不仅使我成长，也让我
更加明白了身为一名检验人、一名‘鄄医人’
身上担负的责任和荣耀。现在，虽然我县
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是我们检验人仍
然每天奋战在方舱实验室，相信在大家的
共同努力下，终有一天我们将会战胜疫
情。”崔东亚信心满怀地说。

记者 都慧芳 通讯员 王伟

本报讯（通讯员 孟祥超）“谢谢何医
生连续 24天不休班为我精心治疗，让我免
除开刀卧床之苦，我现在已经恢复了健康，
全身心投入工作和生活中！”5月 27日，患
者张女士来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为何俊
林医生送上了书有“妙手推拿治百疾 德艺
双馨传四方”“三根神针针穴疗经 一双妙
手手到病除”的两面锦旗，感谢何俊林医生
用中医国粹祛了她的腰疾。

1个月前，张女士因工作劳累、感受风
寒及运动损伤等多重因素导致腰部疼痛，
慕名来到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就诊。“当时
患者表现极其痛苦，需双人搀扶行走，不能
站立，左侧下肢疼痛、麻木，咳嗽或打喷嚏
腹压增大时症状加重。”何俊林说，根据张
女士的临床表现、查体和影像检查等结果，
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综合征”，建议她立
即住院治疗。

“家人都劝我选西医方案——开刀手
术，可想到手术后需卧床 3个月，会极大影
响工作和生活。但在何医生的治疗下，就
医当天疼痛就减轻了很多，心里踏实了不
少。何医生还经常给我和家人进行病情的
科普宣讲、健康指导、心理疏导，看到中医
治疗效果非常好，一家人反复开会权衡后
决定在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继续接受治

疗，结果证明我们的选择非常正确。”治愈
出院后的张女士说。

据悉，住院治疗期间，何俊林根据张
女士的情况辨证施治，为其制定了一套详
细的治疗方案，采取中医针灸、推拿、局部
中药外洗、穴位贴敷、拔罐治疗等中医适

宜技术治疗，并辅以中草药汤剂固本培
元。

“何医生医疗技术高，对待患者很亲
切，治疗时也很细致。”张女士说，何医生
为尽快解除她的病痛，经常加班为其治
疗。令人高兴的是，接受中医治疗 2周后，
张女士能自己行走，病情已经明显好转，
治疗一个月后，张女士病愈出院。

何俊林的做法正是践行该院党总支以
解决群众就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也是在全院推行
优质服务提升年，努力打造有温度、有高度
的医院，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积
极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的一个缩影。

妙手祛除腰疾 厚德守护健康
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何俊林医生受患者称赞

本报讯（记
者 都慧芳 通讯
员 王 伟）近日，
鄄城县人民医院
开展“希望小屋”
工程现场捐款。
庆祝中国共青团
成立 100 周年，
响应“我为青少
年办实事”——

“希望小屋”建设
资金募集号召，
全面助力鄄城县

“希望小屋”项目
建设。

鄄 城 县 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焦同生
带领全院干部职
工积极参与，奉
献爱心，以实际
行动支持“希望
小屋”建设。医
院通过线上和线
下两种方式进行
募捐。截至发
稿，医院已捐款
15406元。

一 间 希 望
小屋，一个逐梦
的空间。一间
间“小屋”如同
闪耀的星辰，承
载着国家和社
会的希望，也为
困境孩子插上
希望和梦想的
翅膀。此次活动，为困境少年提供的不
仅仅是一方小天地，更多的是使他们感
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爱心。鄄城
县人民医院将继续做好各项公益献爱心
活动，让公益理念遍地开花，在爱的正能
量带动下，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充满爱
心的公益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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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都慧芳）在端午节到
来之际，6月 1日，曹县人民医院开展“品
粽香、守健康，聚合力、共抗疫”主题活
动，以包粽子活动来传承传统饮食文化，
喜迎端午。

此次主题活动以古筝演奏《万疆》
正式拉开帷幕。随后，中医科曹鹏普
及了相关食疗养生知识；国医堂李慧
带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理疗知识，大
家在欢乐活动的同时，还学到了养生
技巧。诗朗诵《粽情高歌，爱我家园》
将活动带入高潮，在场的医务工作者
一同感受到了一代代中华儿女的爱国
精神传承。

一段精彩的演出过后，全场的医务

人员纷纷参与到包粽子、编制五彩绳、绘
制团扇的活动中来。大家积极学习包粽
子、放米、卷叶、扎捆，相互交流包粽子的
方法和技巧，说笑中体验着制作美食的
快乐。在最后的包“人粽”趣味小游戏环
节，参赛小组队员相互配合，激烈而有
趣，一个个“人粽”新鲜出炉，迎来满堂欢
笑。

这次端午节主题活动，既丰富了大
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也促进了全
院职工之间的沟通交流，增进了全院职
工之间的情感，让员工体验到了端午节
传统文化带来的快乐，丰富了员工的业
余生活，激励了员工的工作热情和凝聚
力。

曹县人民医院举办庆祝端午节主题活动

世上最美的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而她却认为，最
美的是医者的爱，面对病魔逆势而行——
她就是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菏泽市中心
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王淑娟。

出生于杏林世家的王淑娟，从其外祖
父，到她的父母、兄长，再到未来走上医疗
岗位的儿子，都与医疗结下了不解之缘。
她走上医者之路也缘自和家人的一次不经
意的赌气，还一干就是 20余年。她调侃说：

“这个职业就两个字——‘忙’和‘累’，忙起
来是昏天黑地，黑白天倒置，想想倒应了人
们常说的‘痛并快乐着吧’！”

2020年的一天下午，王淑娟从单位下
班回到家，原想着晚上可以一家人吃个团
圆饭。饭菜刚端上桌，这时手机声响起，话
筒中值班医务人员说收治了一名新冠肺炎
疑似患者，希望她尽快赶往医院。与家人

简单说了下情况，她就匆匆忙忙地带了些
洗漱用品赶往医院。接着就是对患者问
诊、病情观察、病史调查，并会同专家进行
病情研讨，一阵忙碌下来已是次日凌晨。

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期间，为了节约
一套防护服，早上王淑娟只喝一点粥，吃点
鸡蛋、面食，白天都不敢多饮水，渴得厉害
了才用水湿润一下干裂的嘴唇。因为缺水，
眼睛肿胀得厉害，并时常伴有流泪现象的出
现，为此她还一度怀疑是患上了“干眼症”。

其实，在王淑娟从医中，还时常担当起
心理医生和心理疏导师的角色。她说:“前几
天，菏泽城区一家医院的密接医务人员突然
打来电话，通过电话我发现她患上了严重的
焦虑症。因为担心自己感染上新冠病毒，孩
子、家人学习工作受到影响，这名医务人员
心里非常自责，精神一度处于抑郁状态，在
我的心理疏导下逐渐恢复了健康。”

“闲暇下来，就想美美地睡个安稳觉，
那将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但很多时候对
我来说这就是一种奢求。”王淑娟说，自进
入隔离病房那天起，对患者咽拭子采样、查
房、写医嘱、讨论疑难复杂情况下的救治，
还有患者的吃喝拉撒等生活护理，以及患
者的心理抚慰等等……经常是一个班下来
汗水湿透衣背，她眼睛周围、鼻梁处落下深
深的压痕，人是疲惫得难受。

临床中，一患者家庭经济条件不好，
但家人不离不弃，面对遭受的病魔折磨，
患者也始终以乐观的心态与病魔抗争，
患者表现也间接影响着病区的患者和医
务人员，王淑娟知道后偷偷为患者捐了
500元钱，助力患者增强战胜病魔的信心
勇气。她说：“后来，医护人员找到我，说
患者得知后非常感动，捎话表示将积极
配合治疗，并感谢我和医务人员的关心

呵护。”
“其实，不以善小而不为，这些好的家

风传承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儿子。”王淑娟
说，前几天，她与儿子途经奥斯卡春城小区
附近路段时，远远看到一男子不省人事倒
在路边，有市民围观却无动于衷，她和儿子
快速跑上前去，儿子二话不说赶忙对男子
施救，最终男子被成功救治，现在每每想起
此事，除了感到儿子长大了、懂事了，更是
感到事业上后继有人的一种幸福感。

或许是看到疾病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太
多，亦或者是良好家风使然，每当看到患者
病愈出院，嚷嚷着连连道谢时，王淑娟也会
一扫身心疲惫，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这
或许就是她所说和一直坚守的：“不忘初
心，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去做，不惧病魔
与困难险阻，担当作为，不胜不归。 ”

记者 孟 冰 通讯员 陈国栋

王 淑 娟 ：医 者 最 美 是 使 命 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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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佑 生 命 甘 于 奉 献
——记鄄城县人民医院支援淄博抗疫一线核酸检测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