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消费扶贫到智力扶贫
手把手传授电商致富经

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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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中心医院急诊科援蒙医生

刘伟

□本报记者 马超

施绝技拯救生命 尽全力健康帮扶

□本报记者 王路曼

孔博

“最暖帮扶情 、 最敬医者仁心 ：
从千里之外到塞外北疆， 草原上多了
一份新的力量。 9个月大危重患儿、 心
力衰竭产妇、 持续5小时抢救心脏骤停
病人、 重度急性中毒患者、 17个月坠
楼患儿……记录着救命于一线的无上
帮扶大爱。 心肺复苏单元、 床旁检测
平台、 急诊综合病房、 卒中中心、 胸
痛中心， 10万字的 《科右前旗人民医
院急诊科工作手册》， 见证着他全力以
赴的为民情怀。”

他叫刘伟， 是航天中心医院急诊
科主治医师。 上面这段话是他援蒙期
间获得内蒙古科右前旗人民政府庆祝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卫生健康工作 “特
殊贡献奖” 时的颁奖词。

刘伟2018年10月作为北京市东西
部扶贫协作专业技术人才前往内蒙古
科右前旗人民医院完成为期一年的支
援任务。 从接到任务到出发成行不足1
周的时间， 他顾不上刚做完肩部手术
的岳母， 也顾不上一岁多的孩子， 将
家里稍加安顿及科室工作交接后， 他
10月26日就独自一人登上了去往乌兰
浩特的飞机。

到达旗医院后没有给刘伟太多适
应新环境的时间，就被聘为急诊科执行
主任，到科室报到后就立即投入工作。

来到旗医院大概四天， 刘伟就参

加了一例致死性消化道出血病人的抢
救。 病人来时已经因为消化道大出血
低血容量性休克出现了心脏停搏， 刘
伟立即指挥抢救 ， 在心肺复苏同时 ，
快速行深静脉置管给予补液输血， 用
不同种类的血管活性药物， 大概15分
钟时病人恢复心跳 ， 出现了血压 。
“这次成功抢救就像一次教学般的抢救
流程展示， 一下给急诊科医务人员带
来了震撼及兴奋， 更为我后期帮扶工
作的开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刘伟说。

作为急诊科兼 ICU执行主任， 刘
伟分别从科室管理、 人才培养、 技术
支持、 公益帮扶等四方面开展帮扶任
务， 短短一年的时间， 前旗医院急诊
急救及重症医学学科体系得到了完善，
启动了急诊科心肺复苏单元建设 、
POCT检测平台建设、 卒中中心建设、
胸痛中心建设等， 开辟了贫困户急危
重症患者就诊绿色通道。

作为急诊科医生， 刘伟在前旗医
院参与了无数次抢救任务， 但给他印
象最深刻的是一次持续5小时分秒必争
地抢救一名47岁心脏呼吸骤停病人。

一般心肺复苏时间就是半小时左
右。“但经验告诉我不能放弃，患者年龄
不算太大， 心脏停跳时间也不算长，断
断续续的心电活动证明这个病人还有
抢救的希望。 ”高质量心肺复苏、心肺

复苏术下溶栓治疗、除颤30余次，持续5
小时的复苏抢救终于从死神的手里把
病人夺了回来。

2019年3月起， 在刘伟的建议下，
医院对整个急诊科布局进行了改造 ，
开始筹建急诊综合病房。 从提出设想、
完善改造计划、 进行人员安排， 到院
领导及相关部门的论证 ， 再到施工 、
安装 、 调试 ， 只用了短短2个月的时
间， 整个改造工程基本完工， 信息系
统已经上线， 人员配备均已到位， 其
中的艰难不言而喻。 急诊综合病房顺
利运行， 旗医院急诊科的学科建设也
登上了更高的台阶。

人才培养是整个帮扶工作的重中
之重。 刘伟在急诊及 ICU通过教学查
房、 共同参与抢救、理论授课、疑难病
例及死亡病例讨论、 技能示范与带教、
病历书写指导、管理能力等方式逐步提

高医护人员的业务水平，并开展了多项
新技术、新业务，推动前旗医院的多学
科合作，完成兴安盟地区首例床旁超声
联合支气管镜辅助双引导下经皮微创
气管切开术， 开展伤口粘合术等工作。

在开展技术帮扶的同时， 刘伟还
组织帮扶医院间的远程会诊诊疗， 成
功协助举办第一届及第二届京蒙医疗
对口帮扶学术论坛， 整理编写完成10
万余字的 《科右前旗人民医院急诊科
工作手册》， 撰写期刊论文 《兴安盟科
右前旗院前急救患者流行病学分析》，
填补了当地院前急救疾病谱流行病学
调查的空白。 此外， 他还分批承担前
旗地区二十多家基层卫生院医护人员
急救培训工作， 不仅提升了前旗医院
急诊急救及重症医学的医疗技术水平，
也提高了当地基层医院的急诊急救水
平， 满足了当地农牧民的就医需求。

“特色农产品如何卖出好价钱？”
“如何进行农产品的电商运行？” ……
面对贫困地区创业青年的各种询问 ，
北京密农人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孔博， 总是给予最详尽的解答和说
明。 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 开展 “互
联网+消费扶贫” 模式， 助力贫困地
区农民增收致富， 孔博正用自己的方
式， 为促进贫困地区脱贫和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

了解孔博的人都知道， 1986年出
生的他是个典型的农村青年致富带头
人， 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 回归农村
创新创业， 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这个
敢想敢干的 “新农民”。 从网络销售柴
鸡蛋起步， 到如今通过在天猫、 淘宝、
京东、 微信等第三方网络电商平台全
年稳定供应140余种优质农产品的销
售， 他创立了密农人家品牌， 打开了
农产品品牌电商发展之路， 成为许多
农村创业青年的榜样。

作为全国农村返乡创新创业典型
案例的他， 也成为了一名科技特派员，
充分将自己的工作特点和优势与扶贫
对接结合起来， 积极服务助力受援地
区脱贫攻坚， 服务受援地区人民群众。

“2017年开始， 我先后与巴林右
旗、 库伦旗、 玉树市、 滦平县等国家

级贫困地区建立了合作帮扶关系，不仅
启动了‘消费扶贫’，帮助贫困地区销售
特色农产品。 更从智力扶贫角度出发，
手把手传授自己的创业经验。 ”孔博告
诉记者， 在这三年的对接帮扶过程中，
他分别多次前往受援地区， 将自己8年
来扎根农村依托电商从事区域农产品
品牌打造及流通的经验与受援地区进
行交流和探讨， 帮助受援地区探索符
合自身发展的特色农产品销售模式。

不仅如此， 孔博还给到访密云实
地考察的受援地区的创业青年、 农产
品种植户现场讲解农产品分级包装以
及电商运营的基本模式， 传授农产品
运营经验， 累计接待受援地区来访参
观人数达到2000余人次。 “他们来了，
必定要让他们带着收获回去。” 对于这
份分享， 孔博毫不吝啬。 此外， 他还
充分发挥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 针对
受援地区的区域特点， 结合自身发展
优势开通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产品
标准化生产、 电商运营经验分享的网
络直播， 定向邀请受援地区的创业青
年进行收看， 传授农产品运营的经验
及方法， 据统计， 截至目前线上累计
收看人次已达到5万余人。

2019年， 孔博依托电子商务平台
开始开展 “互联网+消费扶贫” 模式。

“一方面， 我们将受援地区的杂粮加工
产品、 零食制品等特色产品在平台上
进行销售， 推广受援地区农产品品
牌形象的同时拓宽受援地区农产品
销售渠道 。 另一方面， 我们还在位于
密云万象汇的线下实体店设置受援
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展销专区， 进行线
下农产品的推广和销售， 并举行贫困
地区特色农产品展销活动。” 孔博告
诉记者， “有想法的人， 其实从来就
不缺少机会。 ”

依托消费者数据分析， 孔博与位
于滦平县的一家传统的山楂制品加工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开发了 “空心山
楂 、 山楂卷 ” 等山楂系列零食产品 ，
并通过电商平台进行推广和销售 。
“产品一经推出， 就在网上热销， 山楂
系列产品上架2年来销售额已经突破
100万元， 带动当地100余名农户就业
增收。” 网红产品让孔博看到了更大商

机， 于是他积极地与科研机构进行对
接， 将受援地区的特色产品进一步开
发。 并通过对接， 与落地滦平的高科
技企业， 在农产品微波真空干燥技术
上进行深度合作， 向打造下一代网红
零食领域迈出新的一步。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对线下
实体店的销售造成了冲击， 但在孔博
的大力推动下， 受援地区特色农产品
销量实现同比增长400%。

孔博说： “今年是决胜脱贫攻坚
之年， 我们将继续与受援地区保持良
好的沟通，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深
入开展 ‘互联网+消费扶贫 ’ 模式 。
帮助拓宽受援地区的农产品流通和销
售渠道， 拓展销售途径。 在提升农产
品供给水平和质量、 加快农产品标准
化体系建设、 打造区域性特色农产品
品牌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 为帮扶地
区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