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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国学经典弘扬国学经典 传传承诗经文化承诗经文化

河间学子双语河间学子双语《《诗经诗经》》朗诵登上南开大学外语节朗诵登上南开大学外语节
本报讯（通讯员蔡印同 王翠娥 记者

邢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Green, green the reed，Dew
and frost gleam. Where's she I need，
Beyond the stream……”11月 11日，在天
津市南开大学外语节上，河间一中 6名高
一学生齐声诵读中英双语版《诗经》，向中
外来宾宣传推介诗经文化，展示中华传统
文化的魅力。

今年，南开大学探索校地合作新模

式，在河间市尊祖庄镇北司徒村建立中国
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受工作站邀请，河
间一中师生参加了“家·国·世界”南开大
学第31届外语节开幕式暨穆旦书院开班仪
式，并参加游园会节目展演。为此，师生
们精心编排了独具特色的中英双语版《诗
经》诵读节目，成为外语节上的亮点，赢
得了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南开大学外语节是南开大学的传统优
质文化活动品牌。在南开大学表演期间，

河间一中师生参加了意大利世界文化遗产
图片展、意大利歌唱家专场演出、世界文
化节目展演、外语节游园会等多项活动，
体验了南开大学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切
身感受了丰富多样的大学文化。

“河间是诗经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因
此，我们选择把《诗经》带到中外人士共
同参与的重要国际文化活动上，想让更多
人了解河间，了解诗经文化的博大精深，
感受中国文化魅力。”一名参加演出的学生

说。
“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

的责任，同学们特意选择了《诗经》的双
语版朗诵。站在南开大学的舞台上，大家
都感到很自豪。”此次随团前来的南开大学
河间乡村工作站联络员、河间一中教师郭
会茂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密切与南开大
学的对接合作，为同学们创造更多学习交
流的平台，帮助同学们拓宽眼界、开阔思
维，助力本地教育发展。

中东欧代表团到沧州博物馆感受多彩文化中东欧代表团到沧州博物馆感受多彩文化
日前，由工信部、省政府共同主办的

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沧州）中小企
业合作论坛在我市举行。本次论坛以“扩
大开放合作 携手发展共赢”为主题，举办
创新成果展览、国际论坛、跨境对接等一
系列活动。其间，来自匈牙利锡盖特圣米
克洛什市、波黑巴尼亚卢卡市和东萨拉热
窝市等部分与会的中东欧国家城市的代
表，莅临沧州博物馆参观交流，感受多彩
文化和丰富内涵。

博物馆是历史文明的殿
堂，也是城市的会客厅。沧州
博物馆作为区域性综合大馆，
总体布局了 11个展厅。在讲解
员的引领下，代表团沉浸式体
验了《沧海之州——沧州历史
文化陈列》《大运河北——河北
大运河文化展》《武术之乡——
沧州武术文化展》，认真聆听沧
州博物馆众多馆藏文物背后的
故事，近距离了解沧州，感受
沧州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

“为做好本次接待服务工作，我们提
前着手、周密组织，在安全保卫、环境
卫生、绿化美化、接待服务等方面进行
安排部署，得到了代表团的高度赞扬。”
沧州博物馆馆长李元介绍说，他表示，

沧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构建多
层次综合展示体系，努力建设成为沧州
对外展示的一张“文化名片”，助力共建

“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
进。 张亚君

本报讯 （记者尹君伊） 今年我市计
划建设改造“四好农村路” 532 公里，
截至目前，已完成 570 公里，占年度计
划的 107%，完成投资 13.9亿元。这是记
者日前从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的。

我市农村公路发展始终遵循统筹规

划、因地制宜、安全适用、生态环保的
原则，以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为
目标，构建布局合理、衔接顺畅的农村
公路网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服务和
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市交通运输局制定
出台了 《“四好农村路”提升工程工作
方案》，明确年度目标任务和完成时

限，并印发农村公路建设工作考核办
法，每月对各县 （市、区）“四好农村
路”提升工程实施情况进行考核。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四好农村
路”全国示范县 3 个，分别是渤海新区
黄 骅 市 、 肃 宁 县 、 海 兴 县 。 13 个 县
（市、区） 已获得省级“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称号，位居全省前列。全市共有
19个乡镇被命名为省级示范乡镇，18条
段 207.7 公里农村公路被命名为省级美
丽农村精品示范路。今年全省共评选出
最美农村公路 10条，我市海兴县的汤孔
公路、渤海新区黄骅市的旧孙公路榜上
有名，汤孔公路名列榜首。

我市我市““四好农村路四好农村路””提升工程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提升工程提前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占年度计划的占年度计划的107107%%，，完成投资完成投资1313..99亿元亿元

本报讯 （记 者 李 智
力 通 讯 员 田 志 锋 王
琳） 日前，第十六届亚
洲果蔬产业博览会在上
海举办，泊头东方果品
的新高梨、庞龙果品的
鸭梨、亚丰果品的秋月
梨荣获水果口感比赛金
奖。

作为亚洲最具影响
力的果蔬产业盛会，本
届亚果会汇聚了 30 余个
国家及地区的 420余家展
团参展，并举办了一系
列 专 题 论 坛 和 研 讨 会 ，
为广大参展企业提供了
一个产品展示、贸易洽
谈、增进合作的重要平
台。

在博览会“寻找儿
时好味道全国水果口感
大赛”中，泊头梨果因
其个头大、外观美、口
感好，得到众多国内客
商、外国友人、参观游

客的一致认可，成为大
会的“网红果”，三个品
种摘得金奖。

泊头享有“中国鸭
梨之乡”的美誉，泊头
鸭梨以皮薄肉细、脆嫩
多汁、香甜爽口等特点
深受人们喜爱，畅销国
内外市场。目前，泊头
市 鲜 梨 栽 培 面 积 25 万
亩，总产量稳定在 40 万
吨左右，年出口量约 8万
吨，年创汇额约 8000 万
美元，各项指标均居国
内 领 先 地 位 。 近 几 年 ，
泊头在对传统鸭梨进行
提质的同时，不断引进
新优品种，实现错时成
熟，梨果供应四季不断
档，在国际市场的份额
不断扩大。

另 外 ， 在 展 会 上 ，
泊头鸭梨、泊头桑椹还
获评 2023 年度受市场欢
迎的果品区域公用品牌。

““中国鸭梨之乡中国鸭梨之乡””再获殊荣再获殊荣

泊头梨果在亚洲果蔬产业泊头梨果在亚洲果蔬产业
博览会上拿三金博览会上拿三金

本报讯 （记 者 贾 世
峰 通 讯 员 何 渔 阳） 日
前，沧州师院体育学院 8
名师生志愿者来到运河
区 东 屯 小 学 校 ， 开 展

“体育进校园”志愿服务
活动。

这次活动由省体育
局主办，运河区教育体
育局承办，沧州师范学
院体育学院、运河区南
陈 屯 镇 东 屯 学 校 协 办 ，
旨在响应国家体育总局

“奋进新征程，运动促健
康”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
河 北 省 “ 小 蓝 帽 在 行
动”全民健身志愿服务
工作常态化开展，为青
少年健康成长添砖加瓦。

活 动 现 场 ， 足 球 、
跳绳、冰壶、体姿体态
检测、脊柱侧弯筛查等
体验项目吸引了 300余名
师生参与。在跳绳体验
区，李政老师从握绳手
法、两臂的位置、膝盖
的弯曲程度等方面进行
讲解，激发了学生们对
跳绳的兴趣和热爱。

在体姿体态检测体
验 区 ， 来 自 体 育 学 院

“人工智能促进青少年脊
柱 健 康 ” 课 题 组 的 苗
峰、田佳鑫老师带领着
学生们，进行了身体姿
态及脊柱侧弯筛查，并
给 予 运 动 伤 病 预 防 指
导，增强了同学们的健
康意识。

沧州师院师生开展沧州师院师生开展
““体育进校园体育进校园””志愿服务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近日，新华区
红十字会开展了应
急救护知识培训进
农村、进社区、进
企业、进学校、进
机关“五进”活
动。他们先后组织
了 16 期应急救护
知识培训，培训内
容包括包扎、心肺
复苏、防震避险
等。目前，已有近
1500 人 接 受 了 培
训。

魏志广
吴新蕊 摄

民生视线
MINSHENG SHIXIAN

2023年11月20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十月初八 P3责任编辑 贾世峰

电话 3155697 电邮 rbyw2006@163.com

惊险惊险！！八旬老人爬窗被困八旬老人爬窗被困
万幸万幸！！热心市民伸手相救热心市民伸手相救

本报讯（记者贾世峰）日前，渤海
新区黄骅市众诚家园小区发生惊险一
幕：一位年过八旬的老汉从楼房的窗户
伸绳而下，困在半空。危急时刻，幸好
被好心的小区居民救下。

当天中午，家住众诚家园的胡占
辉外出，路过 21号楼时，发现在一楼
一户居民的窗户外，一位老汉系着绳
子坐在窗外楼檐上，试探着想要往下
跳。他大吃一惊，由于一楼下边还有
车库，一楼窗户距离地面的高度超过3
米，这样的高度跳下来，老人很可能
会受伤。他赶紧跑过去，劝阻老人并
让老人待在原地别动，然后和同伴张
兵迅速上楼，想要进屋救人。

这时，正好老人的老伴儿回家，
两人简单说明情况后，赶紧进屋救
人。张兵爬到窗外，从外边抓住老
人；胡占辉在屋内，探出身子，接住
老人。有一位邻居听到动静，也赶过
来帮忙，老人这时已经几乎不能动
弹，三个人费了好大劲，终于把老人
架到了屋里。

原来，这位老汉今年 83岁，曾得
过脑中风。这天中午，老伴儿出门
时，为了安全，把他锁在了屋里。不
知道老人是怎么想的，竟然想从窗户
出去，在腰上系了根绳子，就爬了出
来，万幸被胡占辉等人救了下来。

沧州高新区实验学校引进社会足球俱乐部成立了校园
足球社团，目前已有成员近300人。每天下午放学后，社
团组织小球员们进行无球训练、有球对抗，不仅增强了体
质，也增进了友谊，丰富了课余生活。

魏嘉仪 贾世峰 摄

重症医学科被誉为“离死神最近
的地方”，作为拯救生命的最后一道
防线，一个个危重症患者在这里重获
新生。

47岁的史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当
时因为间断胸痛入院，完善相关检查
后，明确暴发性心肌炎诊断，同时存在
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肝肾功能不
全等情况，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
险。医护人员及时给予史女士免疫
球蛋白+糖皮质激素治疗，同时给予
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V-A
ECMO辅助心脏，史女士心功能逐步
改善，5天后ECMO顺利脱机，6天后
停呼吸机辅助呼吸，8天后转入心内
科继续治疗。

无独有偶，55岁的高女士，因为发
热伴咳嗽、咳痰症状，在家中自行口服
退热抗炎药物后，未见缓解，且逐渐加
重出现休克、呼吸衰竭，于当地医院查
肺CT提示纵隔积气，随即转入沧州市
人民医院，收入重症医学科。“当时患
者纵隔气肿原因不明确，且存在呼吸、
循环衰竭，在积极稳定生命体征的基
础上，尽快明确原因非常关键，遂进行
胸腹CT检查，最后确诊气肿性肾盂肾
炎。”当时接诊的卢清龙主任说。根据
诊断结果，及时请泌尿外科为高女士
进行了经尿道双侧输尿管DJ管置入+
左腹膜后腔穿刺造瘘术，术后经过重
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和护
理，高女士最终转危为安。

像史女士、高女士这样的重症患
者还有很多，在重症医学科这个严肃
而冷静，充满着爱心与亲情的科室，医
护人员伴着一位又一位危重病人走过
他们生命中最为至暗的日子，让他们
在这里获得重生。

成立于2003年的沧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的精彩蝶变，这得益于老主任马增
香的辛勤付出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的团
结协作。随着重症医学科不断发展壮
大，目前已形成本部重症医学科、医专
肿瘤院区重症医学科同质化发展的格
局，拥有医护人员110人，用房面积约
2800平方米，开放床位32张，是集医
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临床科室，担

负着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年收治各
类急危重症患者1500余例。

根据学科发展特点，重症医学科
还逐步细化专业方向，分为重症超声
与血流动力学、气道管理与机械通气、
ECMO与血液净化重症生命支持、重症
营养、重症镇静镇痛、重症感染感控、
重症科研七大亚专业，实现治疗精细
化、专业化。

卢清龙、杨丽丽主任作为青年骨
干，分别是两个院区这一学科的负责
人，他们始终秉承老一代“人医人”的
精神，逐渐成长为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领头羊”，在治疗严重创伤、重症急性
胰腺炎、脓毒症及多脏器功能障碍综
合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带

领科室人员先后开展了重症超声、
PICCO、纤维支气管镜、经皮气切、人工
肝、ECMO等先进技术。

重症医学科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鼓励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参加规范
化培训，积极培养亚专科人才，目前已
拥有呼吸治疗师团队、ECMO医护团
队、重症超声医护团队、血流动力学及
血液净化团队、呼吸肺康复及肢体康复
小组，促进科室同质化、高质量发展。

在重症医学科，很多患者无法自
理，需要医护团队24小时生命支持及
不间断悉心照顾，这里也成为工作强
度和压力最大的科室之一。即便如
此，在各种高强度的工作面前，学科医
护人员没有半点懈怠，对每一个生命

都不抛弃、不放弃。在卢清龙的带动
下，学科医护人员还积极组织参与“人
医家乡情”义诊活动、“宣传急救知识
进社区”活动，让狮城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正是在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重症医学科先后获得沧州市医学
重点学科、沧州市重症医学质量控制
中心、沧州市医学重点专科、河北省医
学重点学科。作为河北医科大学、承
德医学院硕士培养单位，拥有硕士研
究生导师5名，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4
名、在读研究生2名，承担了多所高等
院校的本科教学及规培教学工作，近3
年完成科研项目4项，在研项目4项，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40余篇。

筑牢拯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走进河北省医学重点学科沧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杨惠麟 邢 燕

重症医学科被誉为“离死神最近
的地方”，作为拯救生命的最后一道
防线，一个个危重症患者在这里重获
新生。

47岁的史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当
时因为间断胸痛入院，完善相关检查
后，明确暴发性心肌炎诊断，同时存在
心源性休克、心律失常、肝肾功能不
全等情况，病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
险。医护人员及时给予史女士免疫
球蛋白+糖皮质激素治疗，同时给予
气管插管接呼吸机辅助呼吸、V-A
ECMO辅助心脏，史女士心功能逐步
改善，5天后ECMO顺利脱机，6天后
停呼吸机辅助呼吸，8天后转入心内
科继续治疗。

无独有偶，55岁的高女士，因为发
热伴咳嗽、咳痰症状，在家中自行口服
退热抗炎药物后，未见缓解，且逐渐加
重出现休克、呼吸衰竭，于当地医院查
肺CT提示纵隔积气，随即转入沧州市
人民医院，收入重症医学科。“当时患
者纵隔气肿原因不明确，且存在呼吸、
循环衰竭，在积极稳定生命体征的基
础上，尽快明确原因非常关键，遂进行
胸腹CT检查，最后确诊气肿性肾盂肾
炎。”当时接诊的卢清龙主任说。根据
诊断结果，及时请泌尿外科为高女士
进行了经尿道双侧输尿管DJ管置入+
左腹膜后腔穿刺造瘘术，术后经过重
症医学科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和护
理，高女士最终转危为安。

像史女士、高女士这样的重症患
者还有很多，在重症医学科这个严肃
而冷静，充满着爱心与亲情的科室，医
护人员伴着一位又一位危重病人走过
他们生命中最为至暗的日子，让他们
在这里获得重生。

成立于2003年的沧州市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的精彩蝶变，这得益于老主任马增
香的辛勤付出以及全体医护人员的团
结协作。随着重症医学科不断发展壮
大，目前已形成本部重症医学科、医专
肿瘤院区重症医学科同质化发展的格
局，拥有医护人员110人，用房面积约
2800平方米，开放床位32张，是集医
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临床科室，担

负着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年收治各
类急危重症患者1500余例。

根据学科发展特点，重症医学科
还逐步细化专业方向，分为重症超声
与血流动力学、气道管理与机械通气、
ECMO与血液净化重症生命支持、重症
营养、重症镇静镇痛、重症感染感控、
重症科研七大亚专业，实现治疗精细
化、专业化。

卢清龙、杨丽丽主任作为青年骨
干，分别是两个院区这一学科的负责
人，他们始终秉承老一代“人医人”的
精神，逐渐成长为医院重症医学科的
“领头羊”，在治疗严重创伤、重症急性
胰腺炎、脓毒症及多脏器功能障碍综
合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带

领科室人员先后开展了重症超声、
PICCO、纤维支气管镜、经皮气切、人工
肝、ECMO等先进技术。

重症医学科非常重视人才的培养，
鼓励医护人员外出进修学习，参加规范
化培训，积极培养亚专科人才，目前已
拥有呼吸治疗师团队、ECMO医护团
队、重症超声医护团队、血流动力学及
血液净化团队、呼吸肺康复及肢体康复
小组，促进科室同质化、高质量发展。

在重症医学科，很多患者无法自
理，需要医护团队24小时生命支持及
不间断悉心照顾，这里也成为工作强
度和压力最大的科室之一。即便如
此，在各种高强度的工作面前，学科医
护人员没有半点懈怠，对每一个生命

都不抛弃、不放弃。在卢清龙的带动
下，学科医护人员还积极组织参与“人
医家乡情”义诊活动、“宣传急救知识
进社区”活动，让狮城百姓在家门口享
受优质医疗健康服务。

正是在全体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下，重症医学科先后获得沧州市医学
重点学科、沧州市重症医学质量控制
中心、沧州市医学重点专科、河北省医
学重点学科。作为河北医科大学、承
德医学院硕士培养单位，拥有硕士研
究生导师5名，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4
名、在读研究生2名，承担了多所高等
院校的本科教学及规培教学工作，近3
年完成科研项目4项，在研项目4项，
发表核心期刊论文40余篇。

筑牢拯救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走进河北省医学重点学科沧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杨惠麟 邢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