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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生命的守护者母婴生命的守护者
——记市“新时代最美劳动者”、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李香珍

本报记者 魏 濛 文／图

孕产妇是她的牵挂

“来，咱们查查术后恢复情况好不好？”
“注意，应该这样包裹宝宝，这样宝宝就踢不
开包被了。”“你看，喂奶的时候应该这样抱宝
宝，对！手这样放。”就这样问着、查着、说着
一直到 10 点多，李香珍才回到办公室喝了当
天上班后的第一口水。这是 1 月 23 日一大
早，记者随着李香珍巡查病房时看到的场景。

正是这样温柔中略带“啰唆”的查房、诊
疗方式，让李香珍收获了孕产妇及其家人如
潮的好评。“她很贴心，百问不厌，好像我们的
亲人一样。”“我来这里产检、生产都找她，因
为我相信她。”几位孕产妇表示，在李香珍的
心里，她接诊的每一位孕产妇都是一份剪不
断的牵挂。

一颗仁心，一身医术，执着于妇幼健康。
李香珍对待每一位孕产妇，都认认真真检查，
详详细细解说，兢兢业业诊治。做好每一项
体格检查，不放过每一个阳性体征，不管工作
多么忙多么累都坚持每天下班前回顾每一个
诊疗过的孕产妇，掌握她们的变化，做好登
记，在后续的追踪随访，从医疗常规及人文关
怀上给予孕产妇最大的帮助。

遇到孕产妇及家属不解时，她总是不厌
其烦地解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每一位孕
产妇及家属了解情况，时常是声音已经沙哑，
也顾不上喝口水润润嗓子，直到接诊完最后
一位孕产妇。

从门诊孕妇到住院的产妇，从检查到生
产，时刻关心着孕期的每个准妈妈，了解她们
的检查情况、生活情况、饮食情况、情绪变化
等等，保障孕妇和胎儿在孕期健康、安全并顺
利分娩。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有一名从县里的
医院转诊到市妇幼保健院的高龄产妇，转诊
来时这名产妇频发房性早搏、重度水肿，情况
十分危急。李香珍当机立断组织科室人员迅
速到位，并制订详细的治疗方案。接生中，由
于产妇知道自己的情况，从心理和精神上充
满了恐惧和焦虑，李香珍便全程用亲切温和
的话语指导这名产妇什么时候呼吸、什么时
候用力，缓解了产妇焦虑和恐惧情绪。深夜，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声，这名产妇顺产诞下
一名女宝宝，母女平安。

“生得顺利，比我们预想中的还要好呀！”
家属热泪盈眶，激动地拉着李香珍的手说：

“多亏了你们啊。谢谢！谢谢……”
李香珍说，产妇是个特殊群体，生产中她

们焦虑、紧张、恐惧，需要被关心、被支持，自
己发自内心的关爱就是她们的支撑。

母婴平安是她的使命

在产科里，风险无处不在，产妇的情况瞬
息万变。

“一名产妇、两条生命、三个家庭。”李香
珍说，产科中各种急危重症来势汹汹，产妇在
分娩过程中，随时可能发生险情，一分钟的延
误都可能造成悲剧。然而险情没有办法预
测，更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商量讨论治疗方

案。这就需要产科医生胆大心细，迅速作出准
确的判断，敲定科学合理的治疗方案。

在产科，最害怕的就是有多种危险因素的
孕产妇，用李香珍的话说：“一人，两命，出现危
险几分钟就能夺走人的生命。”医生必须时刻洞
察产妇各项生理变化，任何一个小细节，都可能
成为危及生命的“隐形炸弹”。

去年一天休息日的中午，在单位加班正准
备吃饭的李香珍，接到产房紧急通知：一名产
妇出现危急情况！饥肠辘辘的她，立刻进入工
作状态。经过详细检查，认真分析，确诊产妇
属于胎盘早剥，随时可能胎死宫内，且危及母
亲生命！病情就是命令，她立即组织科室人员
进行抢救，监测生命体征，建立静脉通路，通
知手术室准备手术，同时与家属紧急沟通，交
代病情……短短 5 分钟之内，经过惊心动魄、
紧张有序的抢救，胎儿顺利娩出。当家属听到
母子转危为安的信息时，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产科是高风险科室。在产科临床工作中，
遇到紧急情况是常事，李香珍时刻保持随时投
入“战斗”的紧张状态，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不管
是休息还是上班，全天 24 小时，电话都保持畅
通，做好时刻“冲锋上阵”的准备。

去年一个寒气逼人的晚上，在家休息的李
香珍接到了有危重病人需要立即参与抢救的通
知。她立刻起床穿衣，叫醒爱人开车送她赶到
医院。病人面色苍白，血压 70∕40mmHg，心率
130bpm，处 于 休 克 状 态 ，检 查 确 诊 为 子 宫 破
裂。她立即组织团队实施抢救，手术台上，产妇
病情恶化，子宫完全破裂，胎盘完全剥离，出现
大出血。危急时刻，李香珍临危不乱，冷静应
对，终于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奋力抢救，迎来了曙
光，产妇终于被她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

紧张、压力、风险、疲惫……但当李香珍走
出抢救室，看到产妇家人们感激的目光，听到

“你救了我们一家”的话语时，瞬间感觉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

30 多年里，多少次夜深人静的时候，她被
医院抢救电话的铃声惊醒，每次都是随叫随到、
冲锋在前；每当遇到危、急、重症孕产妇抢救时，
她都时刻保持充分的冷静、沉着，带领团队应对
一切突发情况，使每一位产妇顺利度过分娩期，
让每一个新生的宝宝平安地诞生。

当好“头雁”是她的职责

医术有局限，探讨无止境。作为一名产科
医生，李香珍始终保持不断学习不断钻研的状
态，善于将新知识、新技术运用到临床实践中，
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积累工作经验。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李香珍始终坚持“以
孕产妇为中心”，率先在该院开展腔镜手术、产
科出血外科止血手术，参与并支持妊娠合并心
衰、胎盘早剥、完全性前置胎盘、脐带脱垂、产后
出血、子痫、子宫破裂等妊娠合并症、并发症的
急危重症的救治。她还带头在科室开展产科复
杂手术，把国内外先进技术引入临床工作中，提
升产科医疗质量，使产科团队业务技术整体提
高，保障了母婴安全，为无数个家庭送去了福
音。

古人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2021
年伊始，李香珍被任命为该院新成立的产科二
病区主任。面对刚刚入职的年轻医生和护士，

作为产科二病区的带头人，她非常重视科室的
带教工作，为了让年轻医生尽快成长，为了提高
整个产科的业务能力，制定了详细的培训计划，
并定期对全科医生进行理论和临床技能培训，
并亲自带教和组织考核。通过举办业务讲座、
主持病例讨论、进行应急演练、手术演示等形式
指导年轻医生开展临床工作。在她的辛勤努力
下，科室里的年轻医生都成长迅速，在老医生的
指导下能熟练进行剖宫产手术、胎头吸引助产、
会阴侧切及缝合、子宫动脉结扎术、子宫背带缝
合技术等操作。

经过不懈努力，科室团队业务能力和服务
能力不断提升，病员数量不断增加，全年共收治
患者 1540 人次，手术 622 台，自然分娩 752 人
次，接诊门诊人次，名列全院首位。当年，产科
二病区获得先进科室、“精心呵护，温馨服务”优
质护理服务活动先进集体、优秀护理团队、“我

为群众办实事”护理服务标兵、健康教育优秀奖
等荣誉，李香珍也被评为“优秀科主任”。

工作多年，李香珍已经记不清自己迎接了
多少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也记不清多少次在
手术台上帮助产妇化险为夷。随着我国“二孩
儿”政策的落地，生育的高龄、高危产妇数量也
在不断增加，这对李香珍和她的团队来说又是
一个新的考验。她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
同时作为科室带头人，李香珍也会把自己掌握
的最新知识与自己的临床经验相结合，与同事
分享，在遇到疑难危重患者时，更是查遍各种资
料，研究治疗方案，对患者病情的每一个微小变
化，及时作出正确的处理。

作为一名产科医生，李香珍始终秉承“母婴
安全”的理念，带领科室人员，在平凡的岗位上
日复一日地真情服务，日复一日地迎接新生命
的到来。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广大居民健康意
识，有效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1 月 22 日，万
荣县医疗集团王显乡卫生院健康小分队走进
王显村为居民举办慢性病健康知识讲座。

讲座中，该院医务人员向居民介绍了关
于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相关内容，并深入浅出地为居民讲解了高
血压、糖尿病等几种常见慢性疾病的症状、治
疗和预防方法。医务人员向居民提出了合理
的养生和保健建议，呼吁大家要从自我做起，
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并要求慢性病患者每
季度一定要按时测量血压、按时服药。

讲座结束后，该院医务人员还为大家发
放了慢病健康管理手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手册。此次慢性病健康知识讲座，加强了村
民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增强了居民自我健康
意识。 （万 通）

万荣县王显乡卫生院举办
慢性病健康知识讲座

营养都在汤里，汤比肉有营
养 汤真的没多少营养，再也不
要只喝汤不吃肉了。从营养学角
度看，汤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想象
得那么高，甚至喝多了还不太
好。

在熬鱼汤、骨头汤、肉汤的过
程中，虽然会溶解出少量的蛋白
质 ，但 同 时 也 会 溶 解 脂 肪 和 嘌
呤。如果只喝汤、不吃肉，这就相
当于扔掉了 90%以上的蛋白质，
喝进去不少的嘌呤、脂肪和盐。

煲汤时间越长越有营养 长
时间煲汤不但会使食材的营养流
失，还会导致汤中嘌呤、脂肪含量
升高，不利于健康。

菜汤煮到食材稍微变软就可
以了，煲肉类汤 1 个小时左右就
好 ，最 长 不 要 超 过 2 个 小 时 。

汤越浓，营养价值越高 汤
呈现乳白色的原因，是脂肪在熬
制过程中发生了乳化，脂肪微粒
由于光线作用而呈现出乳白色，
与营养价值多高没有什么关系。
相反，长期过多摄入脂肪会加重
人体的负担，对人体消化系统和
心脑血管等造成损伤。

汤越鲜美越好 越 是 鲜 美 的
汤，其中的肌酐、肌酸和嘌呤等含氮
浸出物就越多，这些物质过量摄入
会增加人体的负担，长期食用会对
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补钙就喝“大骨汤” 骨头汤好
喝 是 好 喝 ，但 补 钙 的 作 用 微 乎 其
微。骨头是钙含量高，但是特别难
溶解，更别提要吸收了。据检测，1
公斤排骨熬成的骨头汤中，钙含量
只有 15 毫克，不及骨头中的万分之
一。至于骨髓骨油，脂肪含量多，吃
了容易长胖。

饭前喝汤比饭后喝好 有人说
饭前喝汤，能够让胃少点容量来装
饭，有助于减肥。但实际上，胃传输
到大脑告诉它装不下需要 20 分钟
的时间，也就是说喝了汤还得等 20
分钟再吃饭，能
不能忍住就看你
的了。而饭后喝
汤则容易导致过
量进食，所以到
底是饭前喝还是
饭后喝，就全凭
个人喜好。

张 鑫

改正不良喝汤习惯

 








































取暖“小神器”通常指一些便于携带、使用方便的
取暖设备。这些设备适合在个人空间或者办公环境中
使用。常见的设备有电热毯、电热水袋、暖手宝等。此
外，也有一些便携式的小型取暖设备，如快热炉和暖风
机。

市安委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市民在使用这些取
暖“小神器”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购买正规产品 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
品，避免购买质量不合格的“三无”产品。

注意使用环境 在使用取暖类小电器时，应避免
覆盖物品，以免影响散热，导致设备过热甚至引发火
灾。不要在有水的地方使用电热毯。同时，也不要将

它们放在易燃物品附近，防止引发火灾。
定时关闭 虽然多数设备都有自动断电功能，但还

是建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手动关闭电源。
避免长时间使用 长时间使用电热毯或电热水袋，

可能会对皮肤造成烫伤。因此，建议使用时适当调节温
度，并适时关闭电源。

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电热毯或电热水袋的线路是否
老化、破损，如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在使用小型取暖设备时，需要注意安全问题，如保持
通风、远离易燃物品、避免超负荷使用等。同时，也要注
意选择质量可靠、安全有保障的产品，并定期检查和维护
设备，以保证其正常运行。 应 管

安全使用取暖“小神器”

口罩 对于普通人群平常使用过的口罩、未使用
但已过期的一次性口罩及存在发热、咳嗽、打喷嚏等症
状或接触过此类人群的人使用过的口罩，应将其投放
至其他垃圾桶。

对于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疑似病例观察场所等地
患者、医生使用过的口罩，应将其投放至专用的医疗废
物桶。

过期药品 冬季是感冒高发季，家里都会常备感
冒药，不过长期不生病，药物过期的情况时有发生。过

期的感冒药对人体健康有害，应当及时处理，将其投入有
害垃圾桶进行处置。

保温杯 保温杯通常由陶瓷或不锈钢制作而成，通
过杯胆和杯身之间的真空层阻断热量的传递，废弃后其
杯身材料同样可以再次循环利用，因此属于“可回收
物”。用坏或者用旧的取暖器内部有很多零件可以利
用，还有回收价值，所以属于可回收物，应投放到蓝色
可回收物桶。

孙美娟

正 确 处 理 冬 季 常 用 品

 











































“一白”山药：散寒补肺气，护住抵抗力
中医认为，肺具有宣发卫气循行体表的

功能，可保护脏腑免受外邪侵袭，因此肺气虚
弱时抵抗力会下降，需要及时温肺散寒、补足
肺气。山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的功效，
如果出现了手脚冰凉、鼻痒鼻塞、畏寒喜暖、
易出虚汗等肺气虚的表现，或处于鼻炎、鼻窦
炎的缓解期，可以用山药来补肺益气。

“二白”银耳、“三白”百合：生津润肺燥，
滋润呼吸道 冬季寒冷干燥，呼吸时体内的
津液容易被燥气所伤，当肺部津液不足，鼻咽
失去滋润和保护，上呼吸道就容易遭殃。银
耳与百合均有润肺止咳、滋阴润燥的功效，如
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鼻干、口干、皮肤干燥
甚至鼻出血等肺燥的表现，可以用这两种“白
色食药材”来改善不适。

“四白”雪梨、“五白”萝卜：通窍清肺热，
寒气不闭塞 中医讲“寒主收引”，如果长期
受到寒邪侵袭，气机闭塞，寒气会郁在肺中生
热。冬季各类取暖方式消耗津液，御寒进补
的饮食堆积在肠腑，都会产生内热。肺热人
群口气较重，喜冷饮，大便干结，可能伴有咳
嗽、咽痒、口干等症状，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可
以选择梨、白萝卜等清热润燥。 李英云

冬天吃“五白”
感冒不常来

荞麦、鹰嘴豆 荞 麦 的 蛋 白 质 含 量 约
9%，鹰嘴豆则能达到 23%左右。这两种食物
含有赖氨酸，能够补充小麦、大米等谷物中缺
乏的赖氨酸，所以将这些杂粮杂豆与常见的
谷物作为主食来一起混合食用的话，是可以
补足人体缺乏的氨基酸从而得到更全面的植
物蛋白营养。

藜麦 藜 麦 中 的 蛋 白 质 含 量 能 达 到
14.1%左右，吸收率达到 0.7 左右，属于比较优
质的植物蛋白了。最重要的是藜麦中含有能
满足人体所需的所有必需氨基酸。

大豆 大豆中的蛋白质含量高达 35%左
右，吸收率能达到 0.9 以上，与肉类蛋白、鸡蛋
中蛋白质的吸收率基本相当了，属于最接近
肉类，可以替代肉类使用的植物蛋白。包括
毛豆在内的大豆类植物蛋白营养都是效果相
似的。 孙 琪

优质植物蛋白
清单请收好

健康科普➡

小贴士➡

本报讯（记者 魏 濛）“我是第一次来
卫生院看中医。”“我们也是听村里人说这里
有县里来的医生坐诊，就过来看看头疼的老
毛病。”自从去年闻喜县中医医院与后宫乡卫
生院进行业务托管服务后，有效缓解了后宫
乡农村人口就医难、看病难的问题，解决了基
层卫生院中医药人才匮乏、中医馆使用率较
低的情况，使后宫乡卫生院的中医服务从单
向奔赴变成了双向信任。

闻喜县中医医院对后宫乡卫生院进行业
务托管服务后，不仅助力“输血”，更注重“造
血”。该院派驻后宫乡卫生院的中医专家姜
建国，中医理论扎实，临床经验丰富，他接诊
的病人经过诊疗取得良好疗效。他还通过

“传帮带”模式，手把手教乡卫生院中医科
医师，提高他们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使
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救治水平得到全面提
升。

在业务托管中，该院充分提高和扩大中
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和覆盖面。该院内科主任
杨薛朝，擅长内科、儿科等各种疑难病症的中
西医诊疗。他多次下乡为辖区群众开展中医
义诊与中医保健指导，通过把脉问诊和手法
检查，辨识体质和病症类型，给予相应的诊疗
建议，使老百姓少跑腿，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
质、便利的医疗服务。

业务托管带来的变化有目共睹，医疗资
源共享，医疗水平明显提升，群众信任度增
加，医疗业务变化显著，中医科门诊量呈阶梯
式增长，使中医药服务走进千家万户，充分发
挥了中医药在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体系
中的重要作用，畅通了中医药服务基层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闻喜把中医医院
搬到群众“家门口”

她温文尔雅，秀外慧中，举手投足间既彰显着科室主任的严谨与精细，又显现出医患如
友般的平和温厚，从业 30 多年来，她一直坚守在妇产科临床第一线。

30 多个春秋，她以敬业之心对待工作，以仁爱之心对待病人，以妙手仁心迎接一个个新
生命的到来，用大爱诠释着母婴安全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与使命。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
主任、产科主任李香珍，一个为数千个家庭带来欢乐和福音的医者，去年被评为 2022—2023
年度运城市“新时代最美劳动者”。

李香珍李香珍（（右二右二））叮嘱产妇产后注意事项叮嘱产妇产后注意事项。。

李香珍李香珍（（右右））与护士长交流工作与护士长交流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