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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赞比亚·中国援赞第19批医疗队员风采录之三

本报记者 李贺 通讯员 李政

电影《战狼2》的热播把中国援
外医疗队引入全国人民的视线，人

们对援外医疗队员有了更多的

敬意。中国援赞比亚第19批医疗
队队员、南阳市中医院麻醉科医生

彭程经历了援外的种种传奇。

条件不好更要努力工作

到赞比亚后，彭程被分配在赞

比亚南方省边境城市利文斯顿总

医院任麻醉科医生，同时兼任援赞

医疗点点长。利文斯顿总医院作

为赞比亚南方省最大的医院，仅有

8个科室、43位医生、253位护士。
医院麻醉科只有主任具备医生资

格，另外还有4位助理医生，所有的
手术麻醉都由这几个人承担。赞

比亚国家经济薄弱，医疗投入少，

整体医疗技术水平有限，药品器械

匮乏，对于麻醉医生的技术无疑是

一场特殊的考验。面对这些，彭程

说，条件不好不怕，越是没有条件，

越是更要努力工作，用自己的医术

为当地百姓服务。

初露锋芒彰显南
阳医生风采

按照医院的安排，中国医疗队

员进入医院后，需要先在医院各自

的科室学习一周，适应新的环境、

新的工作模式后再开始正式工

作。但第二天上班，一个复杂病例

的出现，便缩短了彭程的工作适应

时间，也让当地医生见证了中国医

生的风采。

当天进行的是一例新生儿骶

尾部巨大肿瘤切除手术。患儿出

生仅三天，身体虚弱病情复杂。当

时是赞方麻醉科主任和一位助理

医生共同进行麻醉，因患儿较小肿

瘤巨大，增加了气管插管的难度。

两位当地医生在麻醉诱导后三次

气管插管均未能成功。如果不能

及时气管插管给予供氧，患儿将会

因为缺氧而出现生命危险，情况万

分危急。彭程看到如此情景，抛弃

一切顾虑，主动要求一试。

彭程通过喉镜只能看到一少

部分会厌看不到声门，凭借着国内

多年的工作经验，他立即调整气管

导管弯度，贴着会厌向上送入导

管，最后顺利送入气管，插管成功，

手术得以顺利进行。麻醉科主任

向他伸出了大拇指，并立即决定让

他直接接手麻醉工作。

无私奉献为非洲
同行传播麻醉技术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彭程发

现当地麻醉医生使用的麻醉方式

只有全麻和腰麻两种，从没应用过

各种神经阻滞麻醉。因当地全麻

药品种类少且没有阿片类止痛药，

有一部分全麻的病人术后麻醉苏

醒期很烦躁。

在一次上肢尺桡骨骨折的手

术中，助理医生常规准备实施全

麻。彭程告诉他可以换种方法进

行臂丛神经阻滞麻醉。助理医生

非常坦诚地告诉彭程，他知道这种

麻醉方式但不会做。于是彭程给

病人做了肌间沟臂丛神经阻滞，麻

醉效果非常好。同台的骨科医生

刚开始很怀疑，手术时不停地问病

人是否感觉痛，当得到病人不痛的

回答后，他竖起了大拇指，不停地

称赞“It’snice”。中国医生会做臂
丛神经阻滞麻醉的消息马上就在

科室传开了。

第二天麻醉科主任一上班就

从柜子里拿出了以前一直闲置的

神经刺激仪，告诉彭程这台机器自

从捐赠到这里后，因没人会使用，

一直闲置着，希望他能教大家臂丛

神经阻滞麻醉。从此每遇到可以

做臂丛神经阻滞麻醉的病人，彭程

就开始示范教学。

现在麻醉科主任已经能独立

开展臂丛神经阻滞麻醉，他告诉彭

程，这种方式用药简单且费用低，

还能减轻病人的痛苦，感谢彭程把

这种技术教授给大家。看到他们

满意的笑容，彭程感到非常欣慰。

为非洲带来先进的医疗理念、规范

的医疗技术，传授当地医生一些新

技术，给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医疗队伍，不正是每一个援外医疗

队员的光荣使命吗？

不惧风险拯救患者生命

麻醉工作的辛苦众所周知，

但在非洲国家做麻醉工作还伴着

极高的风险。据世界卫生组织

2016年统计显示，赞比亚 15岁以
上 成 年 人 感 染 艾 滋 病 率 为

16.5%，而在医院麻醉科工作接触
到艾滋病人的概率更高。按照赞

比亚当地的习惯，病人入院并不

进 行 艾 滋 病 相 关 检 查 ，稍 有 不

慎，出现职业暴露，就有感染病

毒的可能性。

一次手术中彭程刚刚拔出气

管导管，突然病人呛咳的分泌物

喷进了他的眼睛，不祥的预感顿

时笼罩了他，医院立刻对病人的

血液进行化验。在等待的时刻，

另一台术前麻醉开始了。他平复

一下心情，告诉自己，在这样的

国度，职业暴露几率很大，大不

了服用一段时间的阻断治疗药

物。想到这里，他抛开担忧走进

手术间继续为病人麻醉。当病人

检测报告出来 HIV阴性时，他如
释重负，告诫自己一定要注意职

业防护。

克服困难锤炼自己

彭程和医疗点的其他三位同

事工作生活的利文斯顿是赞比亚

的边境城市，当地华人很少，生活

物资严重匮乏，连青菜都不易买

到。怎么才能保障生活是面临的

另一个难题。经过集体商议，自己

动手丰衣足食。他们在驻地开辟

了菜地种植青菜，自己做面条蒸馒

头，并利用从国内带来的卤料制作

卤肉，每个星期日聚餐，生活中的

难题被一一攻克。现在他们都成

了厨艺高手 ，这也是援赞的另一

份特别收获。

时光荏苒,在赞工作生活已十
个月。他和队友们一起在各自的

岗位上，克服语言障碍、环境陌生、

生活艰苦等困难,创新开展各项工
作，赢得当地医院医生的称赞。彭

程医生也单独完成各种手术麻醉

近400例。在未来的日子里，医疗
队一定会继续做好工作，不忘初

心，砥砺前行，成为中赞友谊的桥

梁。�6

愿以一技之长 续写中赞友谊
—记援赞队员市中医院麻醉科医生彭程

近日，鸭河工区工商所工作人员到企业宣传指导年报报送相关事

宜 ⑥5 本报记者 赵勇 摄

本报讯 （记者段平）我市卫

生计生监督及食品安全工作成绩

显著，去年全年卫生监督抽检总

数居全省第一，监督覆盖率达

98.6%，4家单位及12人被授予全
省先进。

据统计，2017年我市完成经
常性卫生监督户次3869户次,居
全省第四位；监督抽检50415件,
居 全 省 第 一 位 ，监 督 覆 盖 率

98.6%；共查办各类案件365件,执
行罚款81.82万元。宛城区卫计
委、卧龙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社旗

县卫生计生监督所被授予全省卫

生计生监督工作先进集体，8人被
评为全省卫生计生监督先进工作

者。市第一人民医院被省卫计委

授予全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

体，王莹等4人同志被评为全省
食品安全工作先进工作者。⑥2

卫生监管获全省先进

据新华社沈阳 3月 14日电
利用媒体广告、会议营销、电信营

销等方式向老年人高价销售保健

食品，保健食品宣称疗效……这

些都是保健食品欺诈的“套路”。

辽宁出重拳整治保健食品欺诈，

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月14日，在辽宁省政府新
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辽宁

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

总监李卫平介绍，保健食品欺诈

主要有几大套路，保健食品非法

添加、非法声称和虚假宣传；采用

发布虚假广告和不正当手段推销

产品，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其中针

对中老年人和病人的欺诈行为较

多；故意混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

和药品三者概念，特别是保健食

品违法宣称疗效，消费者很难

辨识。

根据辽宁省政府食品安全委

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信息，食药监

部门查处阜新市清河门区翟某某

聚众虚假宣传保健食品“壳寡糖”

案件，翟某某宣称“服用壳寡糖之

后，胃炎、脾胃虚寒症将彻底摆脱

药物控制”，执法人员当场扣押了

涉案产品以及电脑、账本等物品，

并对现场 80余名正在认真“听
课”的老年人进行了保健食品相

关知识的科普宣传并劝离。

辽宁省食药监局提示消费

者，保健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主

要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

功能，并声明“本品不能代替药

物”。保健食品不是药品，若身

体不适要去正规医院检查治

疗。⑥5

保健食品消费谨防“套路”

本报记者 陈大公

特约记者 孔 峰 通讯员 谢继平

2017年，全市 12315系统共受理消费者热线电话
23760件，与2016年相比增长20%。其中咨询电话18955
件，投诉电话4097件，举报电话708件，办结率98.7%，为
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0万元。

案例一

网购翡翠有假

【基本案情】2017年6月20日，刘先生通过网络平台
在镇平某珠宝玉石店购买了10件缅甸翡翠挂件、吊坠，
价值5030元，刘先生将买到的翡翠准备做成吊坠项链，
却被加工的师傅提醒是假货。于是，他到鉴定中心进行

鉴定，确为充胶、染色处理的造假翡翠。为此，刘先生通

过镇平县12315投诉中心求助。
接到投诉信函后，镇平县 12315投诉中心受理案

件。经多次调解协商，最终由商家退还刘先生货款5000
元作为赔偿。

【案件评析】消费者首先要选择合适的网购平台，查

询商家公司基本情况，营业证照是否具备。网购一定要

向商家索要购物凭证并妥善保存，如遇问题要及时将鉴

定结果和购物凭证提供给工商部门进行维权。

案例二

农机质量有问题

【基本案情】2017年10月，王先生到12315指挥中心
投诉称，他在市内某农机经营部，购买花生联合收割机一

辆，使用不到一周就出现机器部件损坏、油管漏油问题。

他找到商家要求换新机，售后人员说，这是人为操作不当

所致，只维修不换机。

接到投诉后，执法人员立即介入调查。通过调解，最

后商家同意更换价值4.5万元的农机主要配件。
【案件评析】12315指挥中心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在购

买农业机械时应当注意以下事项：要尽量选择国家正规

企业生产的产品。购买前清楚了解农机产品使用、维护、

保养的有关事项及“三包”方式，维修地址和联系方法

等。检查所购买产品是否具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

“三包”等合格证书，要向销售者索要购买凭证或发票。

案例三

贷款合同有猫腻

【基本案情】2017年，某银行油田支行在从事以生
活消费为目的的房地产抵押借贷经营活动中，与消费者

（借款人）签订事先印制统一格式的《个人额度借款合

同》。但在合同中，油田支行没有向消费者明示这些费

用依据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由哪方承担，也未向消费者说明该费用应当该行承担

的规定。

执法人员对油田支行检查后，向其说明了利害关系，

油田支行认识到错误后，主动改正错误，并积极联系贷款

客户退还18480元，写出书面情况说明。
【案件评析】本案执法人员在办理这起“经营中侵犯

消费者权益案”案件中，对该案的定性就是本案的突破

点，即油田支行利用格式合同条款，转嫁费用给消费者。

为了准确定性、办理此案，执法人员做了大量而充分的调

查取证工作。

案例四

游客权益受损

【基本案情】郝女士于2017年3月3日和几个朋友到
西峡游玩，在网上订购的某快捷酒店住宿，到店后酒店前

台称郝女士持有会员卡不能享受新会员特价79元的房
间优惠价，擅自把她网上订购的房间取消，给她按照129
元每天的价格计算房费。郝女士对此表示不满。

经工商部门调查了解，该快捷酒店优惠活动仅限新

客户享受使用，而郝女士属于老会员，不能享受此优惠，

其他两间房也是郝女士用自己的身份证在网上预订，所

以也没能享受优惠。但酒店前台在未向消费者做出详细

说明征得消费者同意前擅自将消费者订购的房间取消、

更换。

【案件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

的答复。经调解，酒店愿意补偿差价，并对郝女士进行差

价的3倍赔偿。

案例五

银行存款变保险

【基本案情】2017年2月5日，西峡县庞女士投诉称其
于2011年8月去某银行办理业务时，银贷人员张女士极
力推荐某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一年缴一万元，连续五

年，到第五年可连本带利一起取出，且年年有分红，高于

银行利息。到2016年9月已满五年，庞女士取钱时得知
当时的银贷人员张女士已经退休，手续转至另一个银贷

人员李先生，李先生却说，此业务必须缴费五年，再存五

年，如果现在取只能取四万七千元。多方咨询后，庞女士

得知此业务并非理财产品，而是保险。

经过调查了解，工商部门认为此合同存在欺诈消

费的嫌疑，工作人员张女士没有向投诉人庞女士全面

讲解合同条款及附加条款、说明，只讲了有利的合同

条款。

【案件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经过调解，银行退还消费者全部本金5万

元，并按同期利率退还利息1000余元。

案例六

购车订金引纠纷

【基本案情】2017年12月23日，赵先生在市城区某
4S店交了订金5000元，商家24日告诉消费者提不来车，
退还订金。但是后来当赵先生给商家打电话时，先是联

系不上经办人，后来商家又表示订金不予退还。之后，赵

先生到工商部门投诉。

接到投诉后，卧龙工商所执法人员进行了调查核实，

并依法下达《询问通知书》，要求该4S店负责人携带相关
证明材料到工商所接受询问调查。经调解，4S店退款了
赵先生缴纳的订金5000元。
【案件评析】近年来，汽车消费投诉越来越多，经营者

违法行为种类层出不穷。工商部门提醒消费者：购车时

货比三家，慎之又慎，保管好购货凭证及合同，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及时向工商部门投诉。

案例七

买教材遇欺诈

【基本案情】2017年10月，卧龙区陆营镇周先生投
诉，称其通过电视台广告上提供的电话号码与商家联系，

给孙子买了套教材。教材于2017年10月26日收到，周
先生当时把280元教材费给了快递公司。回到家里打开
教材看，只有两本薄书和一张光盘，而且是高中的。他与

对方联系，一个自称“马主任”的说“问问看”，后来再也联

系不上了。

市工商局卧龙分局12315指挥中心把陆营快递公司
作为被投诉人，快递公司于2017年11月9日下午将教材
邮到北京某出版社。2017年11月13日，出版社将教材费
退还给了周先生。

【案件评析】在该案中，出版社利用学生成绩不好，家

长急于求成的心理发布广告出售教材，诱使学生家长购

书，却投诉无门。快递公司只管送货收费，却给违法经营

者提供便利从中盈利。工商部门提醒学生家长：不要被

能迅速提高分数的虚假广告所迷惑，成功没有捷径，只有

踏踏实实学习才能取得优异成绩。

案例八

商家拒补储值卡

【基本情况】2017年10月17日，消费者唐先生投诉，
称其在唐河县某西饼店办了一张储值会员卡，储值卡丢

失去补卡时，在消费者出示本人身份证和办卡时所留手

机号的情况下，商家拒绝补卡及退还卡内余额。唐先生

向工商部门投诉。

经工商部门调查，消费者唐先生在办理预付卡时留

有姓名和电话号码，因预付卡丢失商家不予补卡引起的

纠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

三条规定，经调解，双方达成和解，商家退回唐先生卡内

余额380元。
【案件评析】这是一起经营者未按照《预付卡管理办

法》第八条规定“记名预付卡应当可挂失、可赎回、不得设

置有效期”引起的预付卡消费纠纷，经营者应当承担违约

责任。

案例九

网购遭遇侵权

【基本案情】2017年初，王先生向卧龙工商分局举报
称，他在某批发网站购买了10个小饰品，每个价格0.38
元。事后发现不是商家承诺的最低价供应，因而感到上

当受骗。

经查：当事人南阳市某贸易有限公司于2015年5月
在某网站交易平台注册了一个网店，从事小饰品、合金饰

品、金属艺术品等销售活动。2016年12月，该公司在网
上销售小饰品时承诺，所有最新款保证全网最低价供

应。本案调查中，当事人称这些宣传内容是公司工作人

员制作、发布的，没有依据。

【案件评析】经过对案情的分析，发现本案涉嫌的违

法行为在法律法规适用方面涉及《广告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工商部门责令

该公司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3000元的罚款。

案例十

误导消费商家被罚

【基本案情】2017年8月7日，方城县工商局接到消费
者陈先生投诉称，其妻子患有皮肤病，看到一保健品店张

贴有寻找100名各种皮肤病顽疾患者免费试用产品的广
告时，便前去试用。试用后开始感觉有效，就花5000多
元买了3个疗程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妻子突然发高
烧，结果为治疗发烧花费两万余元。

执法人员经调查核实，方城县杨集乡某保健用品商

店所售商品为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某老太”牌止

痒系列。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未向消费者说明该产品只

适用于因各种皮肤病引起的皮肤瘙痒症状，致使消费者

认为该产品能治疗各种皮肤病。贻误了治疗时机，造成

消费者病情加重。经调解，该保健用品商店退还消费者

购物款5000元。
【案件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

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

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该保健用品店因

提供信息片面，致使消费者蒙受损失。工商部门提醒：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不要相信商家的口头

宣传。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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