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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健康俱乐部活动，只是
此次关节病Ⅰ科关爱关节病患者
系列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24 日，他们还将在五一公园
举办大型义诊和健康教育活动，

“我们对于骨性关节炎、类风湿性
关节炎、强直性脊椎炎、股骨头坏
死等关节病变晚期疼痛导致的关
节功能障碍都有自己擅长的疗
法，特色优势明显，希望能够帮助
病痛中的患者。”

邹士平说，义诊活动的目的，
还在于针对老年人进行健康教
育，告诉他们防止跌倒等日常注
意事项，发现潜在风险，提醒他们
及时就诊。

今后，义诊和健康教育活动
也将作为科室日常工作的一部
分，“服务社会，是我们医院以
及科室的理念和一项职能，类
似的公益活动，我们今后将定
期开展。”

据悉，9 月 28 日，关节病Ⅰ科
还将为来自全省各地基层医疗机
构的 100 余名骨科医生举办关节
置换学习班。

这百余名学员基本上都来自
郑州市骨科医院医联体成员单位
和协作医院，“目前关节置换技术
已经广泛开展，但是在一些基层
医院技术上还很不规范，开办学
习班就是为了将规范的操作技术
输送到基层，使基层患者受益。”

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科成立于1998年，是该院实力雄厚、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科室之一。该中
心在我省最早开展人工关节置换，是郑州市的重点培育学科。
今年4月份，关节病治疗中心分成关节病Ⅰ科、关节病Ⅱ科两个科室。两科各有偏重，由科主任邹士
平“领衔”的关节病Ⅰ科将关节病的微创治疗作为发展方向。
重阳节前夕，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Ⅰ科举办关节健康俱乐部、义诊及健康讲座等系列活动，并将在
十一长假期间开通免费假日门诊，关爱关节病患者，为他们普及防治知识、提供就诊便利。
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通讯员 李晖/文 通讯员 李庆/图

郑州市骨科医院关节病
科起步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
1998 年成立关节病科，是省
内最早开展人工关节置换的
科室。截至目前，已经治愈关
节疾患病例万人以上。

关节病Ⅰ科主任邹士平
说，科室在建立之初就组建了
关节置换俱乐部，为关节病患
者提供咨询诊疗服务，减少关
节置换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随着关节疾病患者日益增多，
关节病Ⅰ科将关节置换俱乐
部升级为医院关节健康俱乐
部，以期更好地为广大关节患
者服务。

据悉，关节健康俱乐部不
设门槛，完全免费，面向所有
关节病患者，定期举办健康讲
座，普及关节疾病相关知识；

对关节置换的病人进行资料
登记、健康指导、长期随访，让
广大老年朋友能更加科学合
理地预防、治疗关节疾病。

9月23日上午，关节健康
俱乐部在郑州市骨科医院 6
楼举办会员招募、登记及健康
讲座活动。

郑州市骨科医院院长张
业龙说，患者参与治疗，是整
个诊疗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
环，鼓励患者参与治疗已经
成为国际医学界的发展趋
势，但是国内的理念还亟待
加强。“患者参与治疗不但
有助于自身取得更好的疗
效，更有助于医疗质量的提
升，关节健康俱乐部的成立，
是我们逐步推广患者参与治
疗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旦做了人工关节置换手
术，就需要终身复查。因此，成立
关节健康俱乐部，搭建一个患者
与患者、医生与患者互相交流的
平台就显得至关重要。

邹 士 平 说 ：“ 成 员 在 俱 乐
部内可以互相交流经验，不但
有利于功能锻炼，还能对有心
理 负 担 的 老 人 起 到 心 理 疏 导
的作用。”

关节健康俱乐部活动，得到
了病友们的热烈支持，昨日上午9

点，医院门诊楼6楼的报告厅已经
被闻讯前来的病友们坐满。

80岁的罗坤助老人是一名退
休教师，由于关节退行性病变，她
做了多种保守疗法都不起效，来
市骨科医院多次咨询考察后，决
定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

“我是 2012 年做的左腿膝关
节置换，发现效果出乎意料的
好”，老人当即决定做右腿的手
术，“以前我爱跳舞，爱旅游，腿不
方便后只能天天坐在家里，现在

我术后已经有 2 年多了，行动自
如，又可以去旅游了，是医生给了
我生命的第二春！”

关节病科首席专家宋树春
说，关节置换手术是“终身制”，
医生要对患者负责到底，“我们
会为患者指导术后保养和康复，
患者随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
们也可以到患者家中服务，发现
问题及时处置”，所以成立这样
的俱乐部对医患双方来说都十
分必要。

提供免费咨询指导，鼓励患者参与治疗

关爱老人，关节病Ⅰ科重阳节前夕推出系列公益活动

4 年前的 8 月 17 日一大
早，一排中巴车停靠在淅川县
移民村村口，他们携家带口陆
续上车。坐满移民的中巴后
边，跟着的是满载家电、家具，
甚至有锄头、镰刀等农具的卡
车车队，故乡逐渐消失在泪水
中……

在他们心里，这一幕永远
不会忘记。

想寻找他们很容易。淅
川县住在金河镇石井村的，移
民后住在中牟县官渡镇石井
移民新村；在淅川县住在上集
镇蛮子营村的，移民后住在新
郑市梨河镇新蛮子营村……
虽相距数百里，但村名都和老
家一样。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利国
利民，他们义无反顾，舍小家
为大家，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
故乡，坚定地踏上了新生活之
路。漂亮的新房子、畅通无阻
的宽敞道路……来到新家后，
这一切都深深吸引了恋家的他
们。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爱上
新家，郑州乃至全省各地的各个
移民新村，已成为他们的故乡。

几乎每户淅川移民家里，都有一张从新家开往故乡淅川的长途客车名片。
44岁的陈明耀一家的新家在新郑市梨河镇，他现在干建筑工地外墙保温工作，和在淅川老家时

干的一样。刚离开故乡时，一年至少要回去4次。
“桂花，你家房子给拆了！”46岁的柴桂花搬到新家不久，接到这个电话时，心里很不是滋味。
房子拆之前，桂花和孩子们都用手机拍了照片。来到中牟后，想老家时，她常打开手机看。
柜子、床、洗衣机、电视机……从淅川来郑州，柴桂花带来了不少家具、家电，甚至农具。“经常梦

见在淅川老家种地，不知道梦见多少回了。”柴桂花说，她白天在中牟，晚上在淅川。
“来中牟前，公公就交代过后事了，希望百年后回到淅川，到中牟后他还不止一次这样交

代。”石井村另一村民王桂花说，刚搬来时，她每年都要回家五六次，现在回家的次数少了，今
年只回去了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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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到新郑市梨河镇新蛮子营村后，陈明耀的儿子在新郑市龙

湖镇一家企业当驾驶员，找到了新家邻村的漂亮媳妇。
更令人欣喜的是，今年8月21日，陈明耀的孙女呱呱坠

地。平时，陈明耀在龙湖镇打工，妻子刘凤英在一所初中餐厅
帮忙，一家其乐融融。他的女儿今年刚上初一，“说的都是
新郑话”。

“这次搬家搬对了，可美。”彭新亭是个苦命人，
1991年刚结婚时连白面都吃不上。她说，自己从故
乡来郑州是“苦尽甘来”。

现在，彭新亭开了一家鱼庄。“计划年底买
一辆‘赖车’，过年回家开着回去串亲戚。”她
说，自己过上了吃啥有啥的生活。

“给10万元钱，也不离开郑州。”跟彭新
亭一样，很多移民已扎根郑州，安居乐业。

关节病一科主任邹士平正在为关节健康俱乐部成员做咨询

郑州晚报记者 王军方/文 周甬/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