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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一名医生，从医30载，挽
救了无数脑病患者的生命；她从事
医学教学15年，为无数向往医学殿
堂的莘莘学子点亮了前进的明灯。

她有众多让人敬仰的头衔：神
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省免疫学会神内分会
和干细胞移植分会副主席、河南省
医学会癫痫学会委员、河南省医学
会神经内科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师
学会神经内科分会常委、洛阳医学
会神经内科分会第一副主委……

她率先在豫西地区开展A型
肉毒毒素注射治疗方法，使得各种
痉挛治疗简便、快捷、经济、有效；她
采用颅内血肿微创碎吸治疗，进行
急性脑出血急救，提高了治愈率；她
带领河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建立了
神经介入中心、脑病重症监护中心、
神经科电生理监护中心，开展了脑
血管病的介入诊断及治疗、超声溶
栓治疗、颅内血肿微创治疗、肢体语
言吞咽构音康复治疗等新业务，不
断创新诊断治疗方法。她始终将病
人摆在第一位，让病人花最少的钱
得到最好的治疗。这位豫西知名神
经内科专家，近三十年来一直保持
着谦逊和低调的作风，以难能可贵
的老黄牛精神在神经内科领域默默
耕耘，心无旁骛，受到了患者的由衷
赞誉和好评。她就是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新区医院神经内科主
任黄丽娜教授。

超群医术挽救无数生命
三十年来，黄丽娜攻坚克难，在

缺血性脑血管病超早期溶栓治疗、
颅内血肿微创碎吸治疗、运动障碍
性疾病治疗、各种痉挛性疾病A型
肉毒毒素封闭治疗以及语言、吞咽、
构音障碍的康复治疗、神经系统疑
难杂症的诊断及治疗等方面都颇有
建树。

颅内血肿抽吸术是治疗脑出血
手术中的一项外科微创技术，效果
显著。由于要用电钻锥颅碎吸，而
内科医生多不会使用此技术，身为
科室主任的她便带领科室成员向外
科医生请教学习并掌握了这项先进
技术。自此，遇有脑出血急救手术
时，她就亲自上阵，这大大提高了治
愈率，挽救了很多脑出血患者的生

命。
与其他内科系统疾病稍有不

同，神经科疾病的诊断过程强调“先
定位，后定性”。在神经影像时代，
借助磁共振、CT等辅助设备能协助
医生找出病灶，但有时候影像也不
那么可靠，因而扎实基本功就成为
诊断疾病的基石。在洛宁县的一次
义诊过程中，黄丽娜依靠扎实的基
本功一眼看出一名自动出院的患
者生命堪忧，追问病史后确诊是重
症肌无力，随即对病人进行抢救治
疗，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事后，患
者家属万分感谢，这次意外让当地
医生对黄丽娜的“火眼金睛”佩服万
分。

在黄丽娜办公桌上有一本老旧
的泛黄病例本，里面详细记载着病
人的症状、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等，
那都是一个个经由黄丽娜诊治的生
命——

李某，女，其他医院诊断为脑囊
虫病，经常头痛，有意识障碍，脑里
有多发性病灶。转入河科大一附院
时，已处于昏迷状态，经核磁共振，
确诊为急性多发性硬化，后修正诊
断，现已痊愈。

王某，58岁。突发四肢瘫痪及
呼吸困难，基层医院按脑干梗塞治
疗，转一附院做核磁后正常，后确诊
为格林巴利综合征……

张某，男，52岁。农民张某半
夜在家突发脑梗塞，半身瘫痪。经
协商，为其制订急诊动脉溶栓抢救
方案，在发病不到6个小时张某能
抬起原来偏瘫的右手。

…………
这样的病人在黄丽娜的从医生

涯中不胜枚举，在医学岗位上精心
耕耘近三十载，精湛的医术和高尚
的医德使黄丽娜深受患者信赖和同
行尊敬。

高素质人才
促进脑科发展领先全省

2009年河科大一附院神经内
科被评为洛阳市医学重点学科；
2011年河科大一附院神经内科被
评为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成为国
家卫生部医政司脑卒中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分中心；2006年被国务院批

准为神经病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在
黄丽娜带领下，河科大一附院神经
内科逐渐成为豫西地区规模最大、
技术力量最强的一个专业科室，目
前神经内科病区从一个扩大到五
个，院区从一个扩展为两个，床位从
40张增加到210张，年收住疑难危
重患者居豫西地区首位。

科室的发展离不开团队的力
量，只有医师整体素质得以提升，才
能带动科室更快地发展。黄丽娜注
重科室人才的引进与培养，目前，神
经内科现有教授、主任医师5人，副
教授、副主任医师6人，硕士研究生
导师4人，主治医师5人，硕士研究
生15人，博士3名，形成了良好的
人才梯队。同时，每个研究领域都
由专家骨干领衔，形成了各自的团
队特色和优势，并逐渐成为一种固
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

一路走来，艰辛难言。黄丽娜
担任神经内科主任已近十年，这是
开拓创新的十年，也是成绩斐然的
十年。一项项成绩是河科大一附院
神经内科不断成长的见证，也是黄
丽娜辛苦付出收获回报的证明。

（朱娜 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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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海耕耘三十载 人送美誉“老黄牛”
——记河科大一附院脑科专家黄丽娜

神经内科主任黄丽娜教授带领科室人员分析患者病例。

□记者 寇玺

近日，家住瀍河回族区东花坛
附近的6岁小姑娘姚梦燃凭借其利
落的表演和嘹亮的嗓音，“打败”了众
多年纪比她大的选手，获得第九届
河南省少儿小梅花戏曲大赛金奖。

能唱会演，这个小家
伙可不简单

虽然是初次见面，可聊天时，
活泼开朗的小梦燃一点儿也不认
生。听着妈妈讲自己的学戏过程，
小梦燃的脸上满是自豪的笑容。

小梦燃的母亲王梓庭告诉记
者，小梦燃从小就活泼好动，全家
人觉得她很适合学习表演。于是

在小梦燃4岁时，王梓庭让她开始
学习豫剧。在这两年的学习中，小
梦燃不但学会了十几个经典唱段，
还多次参加省内外的大小比赛，拿
回不少奖状。

拥有较多舞台经验的小梦燃
丝毫不怯场，记者邀请她表演一段
戏曲，她立马进入状态，还请妈妈
点歌。伴奏声响起，爱表演的她摆
好动作亮相，表情丰富又生动，一
副十足的“金奖水平”。

舞台上的小童星，生
活中的“小大人”

问她喜欢唱戏的原因，小梦燃
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因为可以化
妆，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平

时，爱美的小梦燃也会时不时地要
求妈妈给自己化个妆，穿上妈妈的高
跟鞋照镜子也是常有的事。像这样
的“萌”表现，王梓庭还能讲上不少。

在第九届河南省少儿小梅花戏
曲大赛决赛时，因为要在不少名家
面前表演，平时上台都很淡定的小
梦燃也露出一丝紧张的神情，但看
出妈妈也很紧张之后，小梦燃在上
台前特意向妈妈自信地笑了笑，并
说：“看我表现吧！”简简单单的一句
话就让王梓庭放了心。最终，小梦
燃在台上表现优异，技惊全场。

舞台上引人注目的小梦燃还
是大人们眼中的“小大人”。每到
周末，小梦燃和同学们一起练习
时，要是听到其他同学哪里唱的不
对，她就会认真地当起“小老师”，
指出同学的错处。

受其影响，全家爱上豫剧

以前，王梓庭和爱人很少听豫
剧，但自从家里出了个“豫剧小明
星”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

如今，小梦燃练唱时，王梓庭
也会在一旁听；小梦燃会的豫剧唱
段，王梓庭基本上也能唱下来；像
《梨园春》这样的戏曲节目则成了
全家最受欢迎的节目……

小梦燃和王梓庭都表示，不管
小梦燃将来能否成为豫剧表演艺
术家，都希望她努力把这门表演艺
术学习、传播下去。

6岁“小大人”摘得金“梅花”
因为喜欢漂亮的扮相，姚梦燃小小年纪便爱上了豫剧

他们搭起一座桥，送一份美好希望

□见习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秦卫红

本报讯“我们学校有电脑了，
我可以跟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视
频通话啦！”昨日上午，在新安县北
冶镇王岭小学校园内，孩子们围着
新电脑高兴地议论着。

昨日，“微公益·大未来——关
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暨‘微笑吧’
捐赠仪式”在王岭小学举行。团
市委和追风派鞋业国际贸易公司
的青年志愿者一起，为该校捐赠了
电脑、桌子、书柜等物资，为孩子们

打造了一个“微笑吧”。
王岭小学校长王广志介绍，该

校130余名学生中有一半以上都
是留守儿童，有些孩子一年才能跟
父母见上一面。“微笑吧”能让留守
儿童经常与远在他乡的父母视频
通话。

“微笑吧”是一个集图书室、学
习室、娱乐室、心理咨询室等为一体
的多功能活动室，它是团市委开展
的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志愿服务
行动之一，主要设立在进城务工人
员子女集中且条件艰苦的学校。

□记者 申利超

昨日上午，在伊川县驻村干部的
帮助下，我市20多名爱心人士到该
县白沙镇新寨村的新寨小学，为那
里的孩子送去总值3万多元的款物。

今年12月，伊川县驻村帮扶
工作组为新寨村选派了驻村干
部。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走访了解，
驻村干部将新寨小学校舍亟待修

缮、学生缺少文具的情况发在网
上，之后引起了爱心人士的关注。

“得知新寨小学的情况后，爱
心网友捐赠了水泥、涂料等建材。”
驻村帮扶工作组负责人称，市东升
二小特意为新寨小学的学生们每
人购置了一套校服、一套文具。

新寨小学校长张念云介绍，爱
心人士捐赠的爱心款物将帮助改
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驻村干部，连接爱心人士与贫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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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吧”，连线留守儿童和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