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岗位勇创新 关键时刻敢担当
——记漯河市第十二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李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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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见习记者 陈金旭

今年 39岁的李世杰，现任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主任兼应急办主
任。他在工作中勇于创新，敢于担当，
做出了一番成就。

勤于思索 勇于创新

自 1996年参加工作以来，无论在
哪个岗位上，李世杰始终恪守实事求是
的学风，发扬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在卫生检验工作岗位上，他先后引
进和开发新技术项目十余项，广泛应用
于多个领域，其中鼠药毒鼠强、血液中
乙醇检测等多个项目在全市属于首次推
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在卫
生应急管理岗位上，他着力完善“一案
三制”体系，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15 年被省卫计委命名为全省三个

“卫生应急示范单位创建试点”之一。
2012 年，省卫计委对决定将 《河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工作规
范》这一编制任务委托漯河市疾控中心
承担开展。项目开展的两年多时间中，
李世杰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与同事们
一起，几易其稿，反复论证修订，终于
圆满完成编制任务，填补了全省此项工
作的空白。该项目同时也被评定为省级
科技成果奖，荣获河南省第三届自然科
学学术奖一等奖和漯河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

服从大局 敢于承担

在 2003年非典防治、2008年抗震
救灾直到近年来的手足口病、H7N9流

感防控等急难险重工作中，李世杰发挥
出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服从
工作大局，战斗在最需要的地方。

特别是抗震救灾工作中，他舍下了
才八个月大的女儿，舍小家、顾大家，
成为河南省第四批援川卫生防疫救援队
队员，赴四川安县灾区执行抗震救灾防
疫防病任务。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救援任
务工作中，李世杰与同事们出色完成各
项既定工作任务，得到了灾区群众和上
级部门的高度认可，个人也先后荣获

“河南省抗震救灾先进青年”“河南省优
秀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在专业技术岗位上，他发扬“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的专业精神，在
综合管理的岗位上，他同样要保持敬
业、创新的进取意识。李世杰工作 21
年来，所从事的卫生应急、学会管理等
工作均迈入全省先进行列。工作之余
笔耕不辍，共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荣获各类成果奖五项，个人也先后荣获
漯河市医德先进个人、漯河市青年科技
奖、漯河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河南省
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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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 河 市 科 协 向 全 市 广 大 科 技 工 作 者 致 敬

钻研3D打印技术 引入临床治疗
——记漯河市第十二届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宛磊

宛磊在调试宛磊在调试33DD打印机打印机。。

□文/图 见习记者 陈金旭

3月31日，记者在漯河医专二附院
见到了骨科住院总医师、骨科 3D打印
实验室负责人宛磊。34岁的宛磊虽然
年轻，但思维敏捷，创新意识强，勤学
习、肯钻研，在很多方面颇有建树。

巧用3D模型 助力临床治疗

近年来，随着 3D 打印技术的成
熟，其应用范围逐渐从工业领域扩展到
医疗、教育等领域。2014年 12月，漯
河医专二附院引入 3D打印技术。宛磊
目前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新 3D打印机
的研究与应用工作。

提到新 3D 打印机，宛磊眼睛一
亮，侃侃而谈：“用新3D打印机和医用
光敏树脂打印出来的骨骼模型精度、光
滑度更高，对研究、分析患者的病情更
有帮助。对于一些复杂骨折和畸形，如
果用 3D打印机打印出骨骼模型，将真
实的骨骼结构呈现在眼前，可以更加直
观地了解病变的严重程度，分析导致病
变的原因和机制，有助于疾病的分型及
诊断，同时还可用来计划和模拟手
术。”宛磊告诉记者。

注重知识更新 加强学术交流

科研工作的研究离不开知识储备，
宛磊十分注重业务学习及知识更新。
2009年7月，宛磊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学
习创伤显微及关节外科一年。 2012
年，宛磊又到解放军 401 医院进修学
习。在这些医院工作量大、工作强度
高，但是病例病材也比较多，种类也比
较全面。宛磊在辛勤付出的同时，也收
获了大量的病例素材和技术经验。

为分享先进技术和经验，宛磊多次
在国家级骨科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和讲
座，多篇论著发表在国内核心期刊上。
2016年，宛磊参与申报的项目被列为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计划。他
也被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科技
局评为漯河市 2016 年度青年拔尖人
才，近年来，先后荣获市科学技术进步
一等奖2项、市第十二届青年科技奖。

不断提高医术 获得患者信赖

从事骨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十
余年来，宛磊秉承救死扶伤的职业信
念，每年完成大、中型手术等急难手术
200 多台，成功救治大量疑难危重患
者。由于他对自己医疗技术精益求精的
高标准要求，使得他的手术量、手术速
度及手术成功率均居省市领先水平。

日常工作中，宛磊兢兢业业，任劳
任怨，经常牺牲节假日和星期天开展手
术和科研活动，获得了广大患者及全院
职工的一致好评，近年来多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多次收到患者锦旗、匾
牌和表扬信。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晓甫

“三夏”时节，乡村道路上，不时
有麦客开着收割机经过。6月 1日，在
源汇区大刘镇周庄村的路边，40多岁
的徐新爱正在把一个个绿油油的西瓜
摆放在路边，不时地招呼着过往客
人。“师傅，这西瓜是刚采摘下来的，
都是大棚里的西瓜，既新鲜又可口。”

路对面的几个大棚，是徐新爱一
家人的事业。今年徐新爱夫妇两人种
了十多亩大棚吊瓜、两亩多的萝卜。
几年前，徐新爱和丈夫张海林为供应
家里两个孩子上学，先是在自家地里
种植了 3亩多西瓜。“刚开始种没有什
么经验，在挑选种子的时候没有结合
土壤的现状，第一年就栽了个大跟
头。”徐新爱告诉记者，当年 3亩多西
瓜因口感不好没销路，几千公斤的西
瓜只能倒路边沟里。

2014年，张海林在农业部门的指
导下，多方打听学习西瓜的种植管理

技术，在原来的西瓜地里搭起大棚。
“大棚西瓜好处有很多，既能阻止别的
地块喷农药溅到西瓜秧上，又能预防
各种病虫害，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在大棚里，一个个被蓝色的网兜
包裹的西瓜倒挂在一根根木桩下面，
张海林夫妇开始采摘。“现在乡间道路
也刚翻新，交通很方便，不到半个小
时就能运到城里。”张海林告诉记者。

“萝卜现在市场上不常见，我的萝
卜一斤的批发价能卖到 1元。”张海林
告诉记者，这几年他发现了一个农产

品畅销的好路子：错峰上市。“这四棚
西瓜收完以后，我还可以种植晚西
瓜。”张海林说，“晚西瓜种上以后，
到中秋节前后就能上市，那时又是一
个西瓜市场的空档期，去年我的西瓜
批发价每斤能卖到2.5元。”张海林说。

现在，张海林的大女儿已大学毕
业并在深圳上班，儿子正在上八年
级。“每年的收入已经够我们一家人的
生活开销了，过两年准备在城里买套
房子。”借助这几年的稳扎稳打，张海
林夫妇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6月1日凌
晨2点，施工人员正在市区黄河路挑灯
夜战为道路铺油罩面。连日来，不少
市民纷纷感慨，许多道路前一天还坑
洼不平，一夜后就变得平整了。“变化
之快简直像在做梦。”市民纷纷说。

记者从市建委获悉，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市民晚上休息的时候，施
工人员仍坚守工程一线。截至目前，
市会展中心区域、漯河火车站、沙北
区域、沙南商业区 20多条道路已完成
铺油罩面；交通北路、双汇路改造工
程已过半，人民路、湘江路、黄河
路、舟山路迅速推进；1310条背街小
巷硬化、亮化、美化工程正加快实施。

在软件建设方面，我市城管队员
加大对城市“十乱”行为的整治力
度，城市经营秩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
善。市环卫处开展了环境综合整治，
保洁效果得到稳步提升。我市各建筑
工地的围挡广告正按要求逐步更换内
容，扬尘治理力度也在持续加大。

错峰上市富农家 挑灯夜战 文明施工

市区20多条道路
完成铺油罩面

张海林张海林、、徐新爱夫妇正在大棚里采摘成熟的西瓜徐新爱夫妇正在大棚里采摘成熟的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