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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楼楼顶把人背下来

这位消防队员
辛苦你了
累坏了吧

找准突破口，引领骨科“小兄弟”成佼佼者
——记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领衔专家，骨科主任蒋振营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领衔专家蒋振营带领的骨科，是于2005年从大外科骨科专业到创立专业化较强的骨科病区，论“年龄”恐怕是省内骨科的“小兄弟”，但若论
起技术和实力，却是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

以急诊创伤骨科的救治为龙头，开展关节和脊椎外科诊疗，以及骨肿瘤的治疗，各项技术已经达到省内先进水平。
关节镜等微创技术的引进，也已经在紧张筹划中，谈起科室的发展，蒋振营充满信心。

“我们有能力进一步拓宽救治范围，减少病人痛苦，使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也有能力为科室在省内骨科前沿谋得一席之地！” 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秦川 赵庆

这样一个病例，能够证明郑州一院骨科实力——为94岁
高龄的老人成功实施髋关节置换术。

为如此高龄的老人进行关节置换，在省内还没有先例。
这位94岁的老人是去年11月份来郑州一院骨科求治的，

老人家住尉氏县，因为腿脚不灵便不慎摔了一跤，导致老年性
髋部骨折。

对于髋部骨折，有两种办法可以治疗。
一种是传统疗法，采用复位固定，待骨折愈合后，方可下

床活动。这种办法较为保守，避免了手术中的意外，但缺点是
需要长期卧床，老人容易发生肺部感染、泌尿系统感染、下肢
血栓、褥疮等并发症。

另一种则是人工关节置换，需要麻醉和手术治疗，考虑到

老人已经94岁高龄，手术存在一定风险。但关节置换的优势
也是很明显的，术后几天患者就可以下床活动，减少了并发症
发生的概率，缩短了住院时间，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蒋振营与患者及家属沟通后，老人由于害怕，不愿意做手术
治疗，但是老人的孙子和孙女却倾向于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经过权衡，蒋振营本人也认为有把握顺利完成这个手术，
他和老人的孙子孙女做了大量的劝说工作，终于说服老人同
意手术治疗。

在周密准备下，蒋振营和团队成员成功为老人手术，术后
对老人进行了精心护理和严密监控，任何意外都没有发生，老
人术后第5天就可以下床活动，两周后痊愈出院，整个过程堪
称完美无缺。

优势项目托举骨科“后起之秀”
2002年10月，蒋振营来到郑州一院工作。
2005年10月，郑州一院成立了独立的骨专科，搞骨科出身的

蒋振营被任命为科主任。
从那时起到现在，找准了发展思路的郑州一院骨科驶入了快

速发展的轨道。
5年多的时间里，骨科从创立之初的30多张床位、20多个病

人，发展到了现在的两个病区、60张床位，病床常年供不应求。
“作为起步较晚的骨科，要想在省内骨科中站稳脚跟，就要找

准突破口，发展自己的特色优势项目。”
蒋振营说，围绕这一目标，该科以传统优势项目骨创伤为“龙

头”，在抓好骨折、骨损伤、韧带肌腱损伤等疾病的前提下，积极向
关节置换、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等疾病的研究和治疗方面进
行拓展，经过几年的努力成绩斐然。

如今，该科设有创伤骨科、颈肩腰腿痛及骨病专业，开设有床
位60张，拥有高级职称医务人员4名，中级职称5人，硕士研究生
6人，组建起了自己的专业梯队。

并配备有电动骨科牵引床、下肢功能锻炼仪、骨科治疗仪、床
边X射线机、进口C型臂等。

“每个科室都有自己的特色。”蒋振营说，创伤骨科擅长治疗
骨盆及四肢各种骨折及创伤，对四肢关节内损伤修复有独到之
处，寰枢椎脱位、齿状突骨折的手术治疗达到省内先进水平。颈
肩腰腿痛专业采取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颈腰椎间盘突出、颈肩综
合症、肩周炎、腰背筋膜综合症、坐骨神经痛、强直性脊柱炎等。

脊柱专业主要治疗脊柱骨折及脱位、脊髓损伤、脊柱结核及
肿瘤、椎体滑脱症等，脊柱前后路矫形及固定技术达到了省内先
进水平。

“骨科要发展，技术是关键。技术要提高，人才少不了。”
为了提高技术力量，医院一方面大力引进人才，在全国范

围内引进骨科专业副主任医师 4名，“三顾茅庐”请来著名骨
科专家来医院任骨科名誉主任，确保这些名家能够带领骨科
大夫每周进行一次大查房，亲自参与疑难杂症会诊，拟定治
疗方案，指导治疗；另一方面选送医护人员到全国骨科院校、
知名骨科医院进修学习，积极把新技术、新业务应用到实际
临床中。

譬如，以往腰椎骨折并不全瘫患者，一般都主张平卧观察
制动用药待水肿期过后再进行手术，而随着治疗观念的转变，
该科可在损伤早期（24小时甚至 8小时以内），也就是组织水

肿形成高峰前开展手术，避免了脊髓的继发损伤，为脊髓损伤
恢复创造了良好条件，更有利于病人的预后和各项功能恢复。

按照蒋振营的要求，所有出去进修的医护人员，都要将所
进修医院的特长、优点以及自己进修后的收获形成文字，与科
室人员沟通交流相互学习好的医疗理念。

出外参加各类学术的医疗人员，也都要将学科新的动向
向科室人员进行全方位传达，好让大家都跟着与时俱进。每
周科内组织学习讨论，医护人员要将本周所看医学杂志中有
利于科室发展的内容提出来供大家讨论研究。

这股互学互助新风推动了郑州一院骨科攀登技术高峰，
以蓬勃之势在大发展的快车道上一往无前。

为94岁高龄老人完美置换髋关节

一男子坐在18楼楼顶的钢架上
昨天 11点左右，在现场，男子还坐在起升架的顶端，他的

腿紧紧夹着钢架。
“你看看多危险，那上面风力最少有4级。”农民工赵全说，

平时他们在10楼干活，站在风口处都刮得受不了，何况坐在比
18楼还高的起升架上，如果他不抓紧的话，很有可能把他刮下
来。

“他爬的这栋楼共18层，高54米。”农民工王小刚说，加上高
出18楼楼顶的3米起升架，所以男子所在的位置为57米高。

替儿讨薪爬上起升架
赵全说，坐在起升架上的男子叫王新民，42岁，兰考人。
农民工彭秀珍说，王新民是他们的小包工头王学龙的父

亲。去年五六月份，他们一行40多人跟着王学龙来到“联合花

园”小区工地，负责8、12、17三栋楼的砌墙工程。
“半年后，我们的工程就完工了。年前我们向王学龙要钱，

他说大包工头没给。一直要了多次，他说大包工头说要等到年
后。到现在，拖欠我们的14万元工钱也没给。”彭秀珍说。

王学龙说：“我们的活完了，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大包工
头就是不给钱，我当小工头的可咋办。”

昨天上午，他带着 20多名农民工来到工地找大包工头赵
明要工钱，但一直没找到。“给赵打电话，一直关机。”

一直跟着儿子干活的王新民，看到儿子被众工人围着要工
钱，他为替儿子讨要工资，就爬上了起升架。

多名农民工说，王新民爬上起升架的时间是10点15分左右。

消防队员从18楼楼顶把他背下来
上午 11点 45分，坐在起升架上的王新民对爬上去的消防

队员说，他的双腿已经失去知觉。
听消防队员说大包工头赵明已经来到现场，王新民说要下

去找赵明要钱。
中午12点20分，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王新民从起升架上

下来，因他双腿失去知觉，一名消防队员背着他从18楼楼顶下

到地面。

随后，王新民被两名警察带进警车。

赶到现场的施工方负责人赵明说，按照合同约定，他们应

该支付王学龙 80%的工资，但实际情况是，他们的支出已经超

过了80%。

“工程还没竣工，没验收，没结算，我们怎么给他钱。我们
都是有合同约定的。”赵明说。

目前，此事正在进一步调查。
线索提供 辛菊（稿费50元）

昨天10点40分，辛女士说：我途经南三环
与京广路南边约500米时，看到一在建工地楼
顶，有一个人爬到18层楼楼顶的钢架上，非常
危险。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张振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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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队员背老王下楼。晚报记者消防队员背老王下楼。晚报记者 廖谦廖谦 实习生实习生 付帆付帆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