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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比肩国内外领先医疗水平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金哲现年91岁，他是郑州市儿童医
院名誉院长。

张金哲是我国小儿外科创始人。虽是耄耋老人，他仍
活跃在儿童医院学术讲台上授业解惑，在手术台前言传
身教。

医院副院长杨建萍介绍，医院成立了郑州市卫生系统
首个院士工作站，聘请北京阜外医院朱晓东加盟，与北京阜
外医院建立合作关系。

近年来，医院在科研临床方面获科研奖项 40多项、科
研立项 57项。2009年，医院承担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
项目“重症手足口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课题；医院参与
卫生部十年百项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中的 2项、世界健康基
金会推广项目2项。截至2009年年底，医院有13人在国家
级学会任职，38人担任省级学会委员以上职务。

科研创新在临床上显示出重大作用。郑州市儿童医院
成为“中国优生优育协会早产儿、高危儿早期干预基地”，与
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多家医院结为技术友
好往来医院。

创造特色专科的新大陆
郑州市儿童医院 1992年 4月组建儿童脑瘫康复中心，

组建语言训练室，按摩、针灸、物理治疗室，水疗、蜡疗、
中药熏蒸室等各种专业治疗室，配备主任医师、副主任
医师以及专职训练师等数十人，借助先进设备和技术，
调动多种医疗学科协同作战，研究脑瘫训练的趣味性、
实用性，以及小儿参与康复训练的主动性与竞争性，将
脑瘫康复与教育融为一体，初步形成具有特色的小儿脑
瘫康复体系。

副院长贾国存对记者说，医院从对 320例脑瘫患儿的
诊疗中总结出一套适于新生儿早期诊断的方法“早期脑瘫
康复评价标准研究”。这项临床科研成果获河南省卫生厅
科技成果二等奖。

通过培植小儿脑瘫康复中心这样的“拳头”科室，郑州
市儿童医院的儿童急重症专业和儿童脑瘫康复专业跨入河
南省特色专科和郑州市重点专科行列。新生儿内科等学科
成为郑州市特色专科。

谱写大爱无痕的公益之歌
山东曹县农民黄洪杰的孩子是一对连体婴儿。小哥俩

自胸骨中下端到脐部相连，若实施分离手术，费用至少要10
万元。黄洪杰夫妇靠拉板车收废品维持生计，这笔医疗费
用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郑州市儿童医院决定免除孩子的手术治疗费、药费、营
养费等巨额医疗费用。副院长徐宏伟说，职工为小哥俩发

起捐款，一天内捐了 4330元。在他们的影响下，社会各界
纷纷为连体婴儿捐款，共捐了3万多元。

郑州市儿童医院多年来坚持对儿童献爱心，对家庭困
难的儿童酌情减免医疗费用，总额已达几百万元。

记者采访了解到，有一年冬天，儿童医院输液中心
一个月内输液观察人数约 2 万人次。护理部主任石彩
晓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许多护士嗓子嘶哑，拿着喇叭维
持秩序。为减少患者等待时间，护士马玉琦、尤丽君、秦
文、古建平顾不得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朱湘红、王莉君、李
爱铃将自己发高烧的孩子托给邻居照顾，自己天天到医院
连班干。

“精业”拥抱儿医的春天
郑州市儿童医院按照职业化标准规范工作流程，使职

业精神内化为医护人员的自觉意识和素养。
医院把“以人为本”放在突出位置，不仅注重医院整体

环境、服务质量，而且注重强化团队精神，尊重、关心、激励
员工。医院每月为过生日的职工举办集体生日庆祝活动，
为员工快乐工作、幸福生活创造条件。

郑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病人有一个特点，一人生病，少
则两名多则六七名家人陪同。疾病治疗往往过程复杂，
部分家长不能理解，容易冲动。以往，医院提出医护人员
把患者当朋友，如今他们提出更高标准：把患者当成自己

的孩子。

深切关怀站上新起点
记者采访时，郑州市儿童医院医护人员和行政后勤干

部职工告诉记者，儿医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以及各级
领导的深切关怀。他们对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多年来的
关怀记忆犹新：多位河南省领导关心河南儿童的健康成
长和儿童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他们到郑州市儿童医院
视察，调查医院建设情况，并帮助解决了医院病房楼建设
过程中遇到的资金、技术和配套设施等问题。原河南省
委书记徐光春到郑州市儿童医院勉励医务人员关心儿
童，奉献爱心。

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周崇臣说，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
委书记王文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菊梅，副省长宋璇
涛，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省卫生厅长刘学周以及郑州市领
导和市卫生局领导多次到医院调研指导工作，帮助医院解
决多个发展难题。

郑州市儿童医院的医务人员记得，多年来，郑州市领导
赵建才、白红战、李秀奇、李柳身、胡荃、姚待献、高建慧、刘
东等，郑州市卫生局局长顾建钦等局领导，多次深入医院现
场办公，指导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帮
助医院制定发展规划。

据新华社郑州4月19日电

儿医半世纪 丰碑矗中原
——郑州市儿童医院为河南儿童健康捧出多项中国第一

新华社记者 闻有成

历史长河中，半个世纪只是一个瞬间。河南省第一家儿童医院——郑州市儿童医院自诞生至今已半个世纪。创办初期，这家医院只有19亩

地，一马车“家当”，如今郑州市儿童医院已发展为河南省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康复、保健为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儿童医院。

记者近日到郑州市儿童医院采访，看到占地296亩的郑州市儿童医院东区项目在盈盈春意中启动。据介绍，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郑州市最大

的医疗投入项目，总投资近6亿元。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
员 李晓光 康昊增）在管城回
族区，新近投入使用的东向清
真寺大街宽敞平坦，北大清真
寺新大殿综合楼和小游园建设
庄重典雅，重新彩绘的北大清真
寺古建筑展现出新的风韵。近
年来，该区先后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改善北大清真寺周边
环境和回族群众居住条件，为
民族宗教界人士交养老保险滞
纳金、办理户口、解决子女入学
难等问题，构建新型民族关系，
促进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管城回族区是全国五个城
市民族区之一，以回族为主的
少数民族有 26个，少数民族千
人以上的街道办事处7个，大分
散、小集中，民族特色鲜明。该
区树立“在团结中加快发展，在
发展中谋求团结”理念，充分考
虑民族区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依
靠机制、法治和基层组织，保障
少数民族参政议政权利，为少数
民族群众办实事，赢得了群众的
理解、信任和支持。据悉，该区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
和宗教界人士分别占代表总数
和委员总数的17%和16%，少数
民族科级干部占科级干部总数
的 9%，12个乡（镇）、街道办事
处有4个党政一把手是少数民
族干部。民族政策得到落实，
新型民族关系硕果盈枝，先后
荣获国家和省、市“民族团结进
步模范单位”荣誉称号。

管城回族区“打响用好一
张牌——民族牌”，发挥民族
区优势，挖掘、整理和包装少
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带动了
特色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的
繁荣发展。2006年伊始，区财
政每年增设少数民族发展资
金20万元，帮助改善少数民族
聚居村的基础设施。以清真食
品为特色，大力发展民族餐饮
业，东方丹妮大饭店是河南乃
至整个中西部地区档次最高的
清真饭店，南北顺城街等清真餐
饮一条街远近闻名，萧记三鲜烩
面、合记烩面成为郑州市特色餐
饮的代名词，惠民实业、金记饺
子、郭记烧鸡、老五羊肉汤、杨记
拉面……民族餐饮品牌星罗棋
布。北大街村与世界500强企

业泰国正大集团联营打造易初莲花超市，年销售额达
1亿元。城东路附近的阿拉伯大厦，广泛吸引了阿拉
伯国家客商前来投资兴业。河南紫鼎实业有限公司
清真食品和绿色食品加工仓储物流基地项目，累计完
成投资2.8亿元，为特色民族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在管城回族区，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
教育、民族建筑、民族节庆、民族艺术等民族元素在
这里尽情流淌，到处呈现繁荣和谐的景象。

国内最大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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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莅郑访问
王文超会见客人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裴其娟）昨日
中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文超会见
了在我市参观访问的中国国民党副主
席林丰正一行。省市领导曹维新、王林
贺参加会见。

王文超表示，林丰正副主席一行应
邀前来参加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对传承中华民族根文化、促进两岸关系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河南在过去 60年
里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近15
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迅猛，成为大
陆主要的经济、工业、文化大省，在中国
的地位举足轻重。回首历史，中原地区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未来的郑州发展机遇良好，希望台湾同
胞积极参与、支持中原地区发展，希望
台湾同胞加强与郑州地区的合作与交
流，两岸人民共同努力，为两岸的发展
作出贡献。

18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
丰正率领参访团一行在我市参观访问。

18日下午，林丰正及其夫人一行首
先来到少林寺。少林寺内人山人海，林
丰正一行的到来引起了游客的阵阵欢
呼。参观中，林丰正一直面带微笑，倾
听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讲解，并与他交

流佛教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发展。随
后，林丰正一行参观了全国文物保护
单位塔林，并欣赏了实景演出《禅宗少
林·音乐大典》。

19日上午，林丰正及其夫人一行还
先后来到郑东新区、河南省博物院、富
景生态园等地参观访问。林丰正鼓励
在郑台商把握城市发展脉搏，抓住难得
机遇，实现在郑的发展。同时，他呼吁
在郑台商，事业取得成功后不忘回报社
会、回馈桑梓，关注郑州发展、支持郑州
建设，为深化郑台两地友好交流与往来
作出积极贡献。

我市党政机关干部
捐善款逾11万元

本报讯（记者 潘燕 实习生 丁静茹）昨日上午，
我市四个班子领导率领党政机关党员干部为玉树灾
区捐款，仅仅20分钟的时间里就捐出11.16万余元，
此笔善款将由郑州市慈善总会统一捐给玉树灾区。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为灾区群众多献一份爱
心、多出一份力量！”献爱心捐款仪式上，市委常务
副书记马懿号召全市人民掀起开展向地震灾区献爱
心捐款活动的高潮，竭尽所能，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
关，共同夺取抗震救灾的胜利。

昨日的捐款现场，市四个班子领导率先将凝聚
着拳拳爱心的善款投入捐款箱内，在场的党员干部
纷纷慷慨解囊，大家你 100元、我 200元……捐款场
面十分感人。副市长黄保卫主持捐赠仪式。

郑州部署抗震
救灾援助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红）玉树地震牵动人心，为将郑
州人民的爱心及时传递给灾区群众，帮助玉树人民
抗震救灾、重建家园，昨日，市委宣传部召开会议，部
署抗震救灾援助行动。

据郑州市红十字会初步统计，截至昨日上午，市
红十字会已收到社会各界捐款 100多万元、捐物价
值400余万元。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要求，
全市各部门要抓紧时间安排抗震救灾援助工作，进
一步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各界加大救灾捐
助力度，力所能及为灾区人民多尽一份心意。

昨日20点，
郑州市卫生学校
教学楼广场上，
414支蜡烛围成
心形，烛光摇曳，
倾注着全校师生
对玉树地震灾区
人民深厚的感
情。现场还举行
了捐款活动。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全省目前已接收调配
救灾款物800多万元

本报讯（记者 李娜）青
海玉树发生地震后，我省迅
速启动抗灾救灾预案，截至
目前，全省已收到各级各界
捐赠款物、调配中央救灾物
资共800多万元。

记者昨日从省民政厅
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共

接收、调配救灾款、物 800
多万元，其中社会捐赠 600
万元，调配中央救灾物资

100 多万元，省民政厅厅长
杨云说：“14日上午 11点开
始调运救灾物资，一共往灾

区调运了 2 万件棉大衣，
5000顶棉帐篷，500个可做
指挥所和学生教室的大型
帐 篷 ，还 有 500 个 活 动 厕
所。”

目前，前期发往地震灾
区的 3 趟专列 28 个车皮救
灾物资已全部抵达灾区。

拜祖大典渐显品牌强势魅力
——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综述

本报记者 武建玲

这是一次同根同族同源的炎黄子孙回
归祖根圣地的聚会，这是一次中华子女祈福
祖国繁荣昌盛祥和、祈福世界和平和睦和谐
的盛典。16日，海内外两万多炎黄子孙再次
聚首黄帝故里新郑，以庄重神圣的仪式完成
了对人文始祖的礼拜。

恢弘大气的《黄帝颂》还在心头萦绕，寄
托心愿的祈福牌还在随风摇曳……作为一
个日渐响亮的品牌，今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充分显示了强大品牌的吸引力、号召力，
大典期间经贸合作的成果让人惊喜，大典现
场一个个温馨的场面让人回味、感动。

两万人共赴心灵之约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5000年中华文明，轩辕黄帝是奠基人和
开拓者。5000年来，中华儿女世代缅怀先祖
伟大业绩，无论身居何处，追根求源、认祖归
宗是大家的共同心愿。拜祖大典提供了追
思先祖懿德、凝聚民族精神的良好载体。
2006年升格为省级主办以来，大典的影响越
来越大，已经成为海内外华人恭拜始祖，祈
福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祝愿世界和平和睦
和谐的重要平台。

让我们把目光再投回大典现场。大典举
办当天，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63个各类华
人华侨商会、社团组织和6个姓氏宗亲会、同
乡会的嘉宾同赴黄帝故里、礼拜人文始祖。

一个个归乡游子虔诚拜祖的场面让人
感动——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林丰正在故里祠前
欣然题词：“华夏之光，照耀古今。”并在祈
福牌上写下心愿——愿两岸和平发展早日
实现。

在两名助手的搀扶下，曾宪梓一步步走
到黄帝像前，亲手点燃高香，表达对人文始
祖的景仰之情，令现场不少人为之动容。

来自 21个国家和地区、身着唐装的世
界客家拜祖团是拜祖现场一道亮丽的风
景。其中一名成员说：“中华民族的根在这
里，客家人不管走多远，都要回来这里寻根
问祖。”

与往年相比，嘉宾的面孔不尽相同，语
言不尽相同，但一样的圣洁气氛，一样的景
仰心情，一样的虔诚神态，一样的澎湃激情，

定格成一幅幅撼人心魄的万流同源文化归
宗图景。

拜祖大典再次展现了吸引力。而吸引
两万炎黄子孙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共赴心灵
之约的，不正是作为中华民族重要主体文
化、源头文化的中原文化、黄帝文化吗？
5000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磨难而巍然
屹立，靠的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凝
聚力、向心力、感召力。拜祖大典正是这种
中原文化、黄帝文化的生动体现。

尤其是在西南地区遭遇旱灾、青海玉树
遭遇地震灾害的时刻，共同礼拜始祖，为祖
国祈福、为民族祈福、为受灾同胞祈福正是
大典的动人力量所在，也是大典凝聚民族精
神作用的体现。 （下转第六版）

支援震区支援震区 爱心潮起爱心潮起
心形烛光
祈福玉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