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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楷模

为呼吸疾病患者解痛的天使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昌平区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李向欣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陈新是北京电力医院后勤分
工会主席， 她所在后勤部有职工
50余人， 分布在十余个班组中，
平均年纪为50岁。 虽然接触工会
工作只有3年的时间， 但是对于
职工的方方面面， 不管是工作还
是生活， 陈新都会及时了解， 并
给予帮助。 而对工会工作， 她也
总是保持着一份热情。

5月7日， 北京电力医院将要
举行职工运动会。 太极拳作为一
个展示项目， 也会在运动会上亮
相。 在医院工会的动员下， 不少

职工开始报名加入到练习太极拳
的队伍中。 虽然职工热情高涨，
但毕竟大多数人对这项运动处在
一知半解的状态。 怎么才能让大
家尽快掌握？ 这时， 曾经在医院
春节晚会上参与过太极拳表演的
陈新， 接受了 “教学” 这个艰巨
的任务。

从今年2月开始， 每天中午
12点半， 陈新都会准时到达练习
地点 ， 为大家指导太极拳 。 其
实， 陈新练习太极拳的时间也不
算长， “我只是在春节表演前，

学了学， 也是个零起步。”
但是为了能更准确地指导其

他 “学员”， 陈新也利用业余时
间， 做了不少功课。 她不仅从网
上查找相关视频 、 请教专业老
师， 还和 “太极高手” 的母亲请
教拳法。

“注意手型。” “对， 腿部
要做到位。” ……练习太极拳的
过 程 中 ， 陈 新 总 是 边 演 示 动
作 ， 边耐心地进行指导大家 。
随 着 练 习 的 日 子 不 断 推 进 ，
更 多 的职工也加入进来 。 因为

活动空间有限， 练习地点增加为
两个。

学员增加 ， 老师也需要补
充。 “小杨是个运动达人， 对太
极拳也很了解。” 这时， 陈新邀
请后勤分工会的文体委员杨贲，
一同为职工们教学。 虽然陈新放
弃了两个多月的午休时间， 但是
让她感到自豪的是， 职工们的太
极拳水准在不断提高。 “距离运
功会开始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很
期待大家的展示， 我想一定很精
彩。” 陈新说。

从医26年， 以精湛的医术和
高尚的医德为患者服务。 他对待
患者似亲人， 开展新技术使患者
减小病痛尽快康复， 同时带领科
室开展多个项目填补地区空白，
他就是昌平区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李向欣。 李向欣曾说过一句很朴
实的话： “干一行爱一行， 既然
选择了做医生 ， 就要对这行热
爱， 对病人负责。 另外， 也要舍
得投精力， 才能做得好， 让更多
患者免除病痛。”

筹建呼吸内科
患者看病不再奔市里

1990年， 李向欣从医学院毕
业 ， 进入河北省的医院工作 。
2008年， 他作为 “双高” 专业人
才被昌平区医院引进。

在河北医院工作的时候， 作
为业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他先
后被遴选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进修学习。 他边实
践边学习， 有时为了弄清楚一种
疑难疾病演变过程， 寻求一种最
佳的治疗方案， 常常是几天几夜
不离病房 ， 细致观察 、 刻苦钻
研。 因此， 对于呼吸内科病种，
他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而昌
平区医院看中的就是这点， 当时
医院没有独立的呼吸内科专业，
希望由李向欣筹建起来。

“刚来昌平区医院时， 心内
科、 血液科、 消化科、 呼吸科是
个大病区， 我来了之后， 带着四
名医生开始搜集呼吸内科的资
料， 按专业病种开展工作。” 李
向欣说。

而对于昌平城区居民来说，
更是利好。 此前， 昌平区的医院
没有一家设有呼吸内科， 如果患
有比较复杂的呼吸系统疾病， 居
民只能去市里的大医院， 不好挂
号不说， 而且免不了路上的来回
奔波， 给患者造成更大的负担。
从昌平区医院组建呼吸内科后，

居民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
由2008年最初的 5名大夫 ，

呼吸内科发展到现在的12名大
夫， 门诊量一年有18000多人次，
收住院患者1200人次。

开展微创技术
让病人减小痛苦康复快

作为学科带头人， 李向欣到
了昌平区医院后， 更加潜心致力
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治和研究，
带领科室开展了多项国内外先进
的诊疗项目， 填补了远郊区县的
空白。 其中， 在北京郊区县率先
开展了呼吸内镜微创介入治疗新
技术， 针对支气管腔内肿瘤、 气
道损伤狭窄开展微创介入治疗，
获得突破进展。

过去， 在没有新技术之前，
对于支气管腔内肿瘤、 气道损伤
狭窄的病人， 往往需要外科开胸
手术治疗， 这需要强断病人的两
根肋骨， 需要半年的康复期， 给
病人造成的创伤比较大。 现在，
在气管镜下就能进行微创手术。
拿前几天刚刚在昌平区医院做完
手术的一个小伙子来说， 只在重
症监护室里呆了一天， 之后到普
通病房时就行走自如了。 “减小
了病人的痛苦， 后期康复快， 而
且手术费用减少很多。” 李向欣
介绍了这种微创手术的优点。

2012年， 李向欣被北京市总
工会、 北京市科委认定为 “市级
职工创新工作室领军人”， 并以
他的名字命名了 “呼吸内镜介入
治疗李向欣工作室 ”。 2013年 ，
因工作业绩突出， 李向欣被北京
市卫生局确定为具有呼吸内镜介
入治疗四级手术资质的首批专
家 。 2014年 ， 李向欣荣获 “首
都劳动奖章”。 同年， 他还被中
国医师协会授予 “中国优秀基层
呼吸医师” 称号。 今年， 李向欣
又荣获了全总授予的 “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填补治疗空白
前来就医患者越来越多

“昌平的高校较多， 在大学
生中患有哮喘疾病的比较多， 有
了专病门诊后， 可以方便这些人
群看病。” 2009年， 李向欣带领
团队成立了北京郊区县首家哮喘
专病门诊 ， 建立哮喘患者数据
库， 为1000多位哮喘患者制定了
个性化、 规范化的治疗方案， 实
现了哮喘的持久控制目标。

有一名60多岁的哮喘病患
者 ， 之前都在北大人民医院就
医。 昌平区医院哮喘病专科门诊
成立后， 就开始找李向欣看病，
目前控制的很好， 已经两年没住
过院， 只在门诊治疗就行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哮喘病患者
在李向欣的精心治疗下， 病情得
到好转， 越来越多的病人开始到
昌平区医院治疗。 在李向欣的推
动下， 昌平区医院还成立了 “自
由呼吸俱乐部”， 定期为哮喘病
患者做健康宣传。 同时， 他免费
为患者做肺功能测试， 对于病情
有变化的及时给予指导。

2010年， 李向欣创建了昌平
区首家睡眠呼吸监测室 ， 开展
“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
的诊断、 分型及特色性治疗， 为
患者进行无创呼吸机压力滴定和

睡眠相关疾病的诊治， 开展 “阻
鼾器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
合征” 项目， 填补了本地区的治
疗空白。

对患者似家人
手机24小时为病人开机

在李向欣的办公室里， 挂着
患者送给他的条幅 ： “艺术高
精”。 而在病房， 长达75米的走
廊墙面上， 挂满了送给李向欣和
科室的锦旗、 条幅。 “两年就把
墙面挂满了， 之前的都已收走一
批存放起来了。” 护士说。

这些患者真挚感情的表达，
对李向欣的医术和医德是很好的
证明。 他带领下的团队， 像对待
家人一样对待患者， 为患者提供
延伸式服务， 范围从病区服务延
伸到出院后随访和院外帮助。 多
年来， 为患者开展的 “定期电话
帮助” 已成为科室的品牌特色服
务项目。

有一位被三甲大医院判了
“死刑 ” 的重症肺炎感染患者 ，
来到昌平区医院就诊， 李向欣对
他诊疗方案确定后， 进行了无创
呼吸机治疗 ， 患者病情大幅好
转， 现已出院回家。 “患者第一
次来就医时， 话都说不出来了，
出院时状态已经很好了， 可以自
由活动。” 李向欣回忆起治疗过

的这个病人。 患者的家属也深有
感触： “看病不能盲目的奔大医
院， 还得奔有实力、 值得信赖的
医生和科室。”

李向欣为患者付出的非常
多， 他的手机24小时处于开机状
态， 大内科10个部门， 有260张
床， 到处都需要他， 没有完整的
休息时间。 从2008年到昌平区医
院以来， 只有去年休过年假， 还
是因为送孩子去异地求学。

不出门诊的情况下， 患者也
会到病房来找他。 “医生这个职
业就是没有太多时间观念， 晚上
患者犯病了也会给我打电话， 要
及时给予指导。 有时病人突然发
病， 李向欣还会到急诊或者ICU
参与抢救。 “我真的把患者当作
自己的朋友。” 李向欣说。

现在， 李向欣还承担着三
年制临床医学班教学和 “3+2”
全科医师带教培训任务， 带动
社区医院发展， 长期坚持为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全 科 医 师 开
展内科常见病规范化诊疗培训。
“培训任务包括对基层医师的培
训、 举办学习班、 邀请市里的专
家一起讲呼吸系统疾病诊治知识
等。 除了昌平一级医院和二级医
院的医师参加外， 其他远郊区县
的医师也都会来这里学习。” 李
向欣说。

■首都工会人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北京电力医院后勤分工会主席陈新

放弃午休为职工教太极

李向欣 （右一） 正在做呼吸内镜手术

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