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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中医院的 10 名医疗专家，
分批到哈密市人民医院、伊吾县人民医
院、农十三师红山农场医院，坐诊、教
学、示范手术、支援医疗设备等等，开
展医疗卫生援疆工作，不仅提高所援建
医院各个学科的业务技能和水平，还为
当地群众送去健康。

“另一方面，我们红山农场医院选
送业务骨干到中医院进修、深造、培
训，充当两地医学学术交流的使者，共
架大爱桥梁，使得中医院的‘双向’医
疗援疆工作更具特色。”1月8日，农十
三师红山农场医院院长刘国栋在电话中
对记者说。

新疆中医师 来漯学习9个月

1月 8日上午，在市中医院针灸推
拿科的一间病房里，多位医务人员忙碌
而认真地扎针、拔罐、推拿、电疗、牵
引……

“每天治疗室的病人非常多，当我
们值班的医务人员感到人手不足的时
候，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小王。”采访
中，该科主任罗高国告诉记者，“小王
是一个不知疲倦、谦虚好学、笑声朗朗
的姑娘。她回哈密这十多天的时间里，
在工作和生活中，很多同事都和我一样
有些失落，好像少了些什么。”

罗高国口中的小王，名叫王晨璐，
今年 29岁，毕业于江西省中医药高等
学校，现在是农十三师红山农场医院的
一名中医师。

2016年 3月 20日，作为市中医院
医疗援建对口医院，农十三师红山农场
医院，选派王晨璐到市中医院针灸推拿
科进行培训和进修。2016 年 12 月 26
日，结束了 9 个多月的紧张学习生活
后，王晨璐由漯河返回哈密。

“这 9 个月在中医院的学习生活，
将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1月 8日，
在和记者连线时，王晨璐说，“十多天

前返程时，心情特别复杂，有返乡的欣
喜，有离别的不舍，更多的是我对医院
领导和同事的感恩。”

王晨璐记忆最深的是她离开漯河市
中医院的那一天。

“我在针灸推拿科的病房外长时间
徘徊，最终没有勇气向罗高国主任、闫
风玲阿姨，以及和我同龄的同事们一一
告别，因为我知道控制不住泪水。”王
晨璐说。

收获颇丰 掌握中医传统疗法

在王晨璐的讲述中，她首先感谢的
是市中医院的领导：对她所给予的关怀
和照顾。

“特别要感谢医院纪检书记兼工会
主席范伟峰，他从安全、方便、舒适等
方面综合考虑，要求办公室给我安排住
所。”据王晨璐介绍，她在漯河学习、
生活期间，住的公寓房与医院相距不足
百米。医院还特意安排一名同龄的女同
事为伴，消除了她远离亲人的寂寞。

“在工作中，针灸推拿科的罗主任
和其他专家非常耐心，而且对我要求非
常严格，一项项中医技能总是一遍遍地
手把手教，直到教会为止。”王晨璐说。

在王晨璐笑声中，针灸推拿科的医
护人员，成了她生活中的大哥哥、大姐
姐，谈天说地，其乐融融。

“最难忘的是过端午节和中秋节，
院里的领导挂念着我，亲自上门慰问。
科室的同事们，带着好吃的、好喝的到
我的住所快乐一番。”王晨璐说。

王晨璐说，在市中医院9个月的学
习，收获颇丰，不仅掌握了在临床实践
中的中医传统疗法，更对中医治病救人
的理念有了更深的认识。

据王晨璐介绍，针灸推拿科的各诊
室分工明确，专病专台的特色以及完备
的诊疗规范都让她记忆深刻。“罗主任
的小针刀绝活、治疗疼痛的心得，以及
中医美容、减肥等技法”，她都学会了。

“现在我已经回到了红山农场医
院。”王晨璐告诉记者，“有漯河市中医
院做大后方，我有信心把中医建成我们

医院的一个特色科室。”

两地共建 中医援疆天长地久

“小王回来后，已经详细地把学
习、生活情况向我们汇报了！感谢漯河
市中医院对我们的无私帮助！”红山农
场医院院长刘国栋告诉记者，农十三师
红山农场由于地广人稀，此前对中国传
统医学认识不足。2016年上半年，漯
河市中医院的罗高国主任来医院坐诊，
他的“冬病夏治”效果显著，赢得群众
信任。如今，当地群众开始接受、信任
中国传统医学。

刘国栋说，如今红山农场医院的中
医人员还很匮乏。王晨璐作为唯一的中
医师经过此次培训后，医院已经开始着
手，将中医针灸推拿建设成为医院的一
个中医特色科室，服务当地广大群众。

“此次有幸得到中医院的对口帮
扶，就如同搭上了中医药医学快速发展
的‘直通车’，为医院实现下一步做精
做细的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巨大支持与
坚实保障。”刘国栋说。

1月 8日，市中医院院长刘晓告诉
记者，“科学援疆、全面援疆、真情援
疆”是省、市援疆工作的总指导方针。
近三年的时间里，市中医院在医疗实践
中，建立了一条 “走出去、引进来”
的技术援疆路子，通过“传、帮、带”
既输血又造血的援助机制，努力为红山
农场等医院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技术
队伍。

“下一步，为帮助和完善红山农场
医院中医等科室建设，市中医院还将在
中药材及技术方面继续支援，力争将中
华医学瑰宝扎根在天山脚下。”刘晓最
后向记者表示。

新疆爱笑女孩 来漯快乐学中医

在市中医院学医在市中医院学医
的王晨璐的王晨璐（（右右）。）。

本报讯 （记者 张晓甫） 1 月 1 日
起，市区众多路口电子警察启用。1月 1
日至今，众多在十字路口占错道的车辆
被拍到，罚款 200元。时下，此事引发
网友热议。

报料：占错道挨罚者多

“您的大型汽车豫 LGXXXX 于 2017
年 01 月 01 日 06:22 在漓江路与衡山路，
因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法行为，被交通
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请及时接受处理。”

“您的大型汽车豫 LGXXXX于 2017年 01
月 01日 08:25在黄河路与太行山路交叉
口因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违法行为，被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记录，请及时接受处
理。”1月 9日，一位在汽贸公司上班的
市民，给记者看了他接到的手机短信提
醒，1月 1日早上 6点 22分到 8点 30分，
他们公司的汽车总共收到 7条不按照导
向车道行驶将受处罚的短信。

另外一名市民也给记者看了他收到
的违章短信：“2017年1月1日00:08分黄

河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00:09分在汉江
路与太行山路交叉口不按导向行车，分
别予以200元的罚款。”

提醒：过路口看清路面标识

“现在交通处罚越来越严格了，一个
不小心就被处罚了。”一位市民说，尤其
是一些路口，路面导向线的信息很重
要，许多右转、直行车道是同一个，有
的则不是，稍不注意就会占错道。

1月9日上午，记者调查了市区部分
道路，尤其是十字路口。上午 9 点多，
记者在海河路、淞江路等路上看到，海
河路、淞江路等道路的十字路口，右转
和直行是一个车道。

“如果占错道，可以将错就错，大不
了绕一圈就好了。”市民王女士说，千万
别临时改道，以免被拍到。

部门：争议罚单可复议

有收到罚单的市民感觉有点亏，向

记者反映，市区部分路面交通导向线不
给力，有的不清晰，有的直行线和右转
线在同一个机动车道上，给过往司机驾
驶带来了视觉混乱。

一名司机告诉记者，市区海河路
上，一个右转线标识距离“右转加直行
线”的标识只有几米。“这样短的距离，
车速再慢也不容易及时变向。”

针对司机意见，1月9日，记者采访
了市交警支队秩序管理示范大队。该大
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处罚占错道、
随意变道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全市交通
运行效率，为市民提供一个安全、有
序、畅通的交通环境。

该相关负责人还说，对于标识不清
等问题，他们将立即组织人员排查并整
改。如果路面交通标识导向线信息不
清、有问题，市民因此占错道收到罚
单，可通过行政复议请求交警部门撤
销。他们将在最短时间给予妥善处理。

“如果市民发现交通标识不清晰等问
题，可向交警部门反映，我们将尽快予
以整改。”该相关负责人说。

新电子警察上岗 占错道被罚者多
提醒：过路口细看标识 部门：争议罚单可复议

市区淞江路上的一个车道，有右
转加直行标识，即右转、直行车辆
都走此道。 本报记者 张晓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