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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是无数
医务工作者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和使
命。在铜仁市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医
生，他从 2007年踏入铜仁那一刻，便与
这座城市的医疗发展紧密相连。多年
来，他凭借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一
路砥砺前行，挽救无数生命。他就是现
任铜仁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李陈。

作为一名神经外科主任医师，李陈
长期从事神经外科临床工作。多年来，
他专注于培养铜仁本地的神经外科和重
症医学科团队，率团队采取中西医结合
的方式开展特色诊疗，帮助患者驱散病
痛阴霾，在业内树立了极高的口碑，深受
同行尊敬与患者信赖。

2007年9月，李陈作为人才引进，投
身于当时的铜仁地区医院。初到之时，
医院的神经外科尚在筹备阶段。他受
命挑起大梁，带领团队开启了艰苦的筹
建之路。次年1月，神经外科正式独立
运行，还按照先进的诊疗模式配套设立
了 7张床位的重症监护病房。开科后，
手术一台接着一台，他全身心投入工
作，组织科室内部培训、病例讨论、业务
学习，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
年轻医生，带领团队开展了脑出血开颅

血肿清除术、微创血肿引流等各类复杂
手术，更挑战了颅底畸形、脑肿瘤、脑血
管畸形切除等高难度领域，填补了铜仁
医疗多项空白。

彼时，铜仁多数县区医院神经外科
匮乏，李陈不辞辛劳，频繁奔赴各县会
诊，指导神经外科手术，崎岖山路间，数
次险遇车祸，却从未退缩，其间，发生了
许多难忘和感人的故事：2010年秋天，
一位“三无”昏迷伤者被送至医院，急性
硬膜下血肿亟待手术。李陈积极向医
务科与院领导申请，获批后主刀救治。
术后近两个月，他和科室医护人员如亲
人般照料，直至伤者清醒说出老家地
址，他又多方奔走，联合民政局、媒体送
其回家；有一次，一位住在敬老院的老
人罹患慢性硬膜下血肿，家属担心手术
风险不愿手术，李陈苦口婆心劝说家
属，最后获得理解同意手术，让老人家
获得治愈；还有一次，李陈正因为小腿
骨折在家中休养，县医院收治一个危重
患者手术中遇险情请求术中急会诊，李
陈拄着拐杖忍着疼痛前往救台；这样的
故事还有很多……2010年 10月，医院
创建重症医学科任务下达，他再度带领
同事迎难而上，以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为基石，打造出铜仁市首个重症医学
科，并持续向区县输出技术，获省卫健
委领导和评审专家认可。

2019年至 2021年期间，李陈先后
转任铜仁市第二人民医院、铜仁市中医
医院主要领导，当时正值第二人民医院
新院起步和铜仁市中医医院筹建。
2020年疫情来袭，李陈所在医院勇挑重
担，成功甄别了铜仁市首例新冠肺炎患
者，阻断了疫情在铜仁主城区蔓延，他
们支援多地，火速建成方舱医院，使新
冠疫情及关联病例得到有效防控。期
间他还逆行援鄂，不辱使命，获湖北、贵
州两地省委、省政府记功表彰。从医生
到学科带头人，再到医院的领航人，李
陈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一名新时代
医务工作者和管理者肩负的使命、应
有的责任和担当。

2022年李陈所在的铜仁市中医医
院接管梵净医馆，借助与东莞市中医院
建立的结对协作关系，通过一批批东莞
市中医院医疗专家的带教指导，帮助中
南门门诊部梵净医馆顺利开诊，创建了
贵州省中医药优秀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建立了中医文化特色浓厚的中医传承
工作室和中医特色诊室。李陈表示“医

院就是要秉承着西医不落后、中医特色
强的发展思路，不断向高质量发展，把
中医药宝库发掘出来，为黔东的老百姓
提供全方位的医学服务”。

在从医生涯中，李陈已主持创建两
大重点学科，带出两支精锐医疗队伍，
组建两家市级新医院，成为铜仁市第三
批、第四批市管专家，主持“李陈名医
工作室”，先后获得了贵州省“记功”表
彰，“百名优秀医生”，“白衣先锋”铜仁
市“铜仁仁者”“五一劳动奖章”……他
荣誉满身，却谦逊依旧。他表示，“工
作是大家做的，成绩都是大家的”，自
己将持续学习、精管团队，为铜仁医学
事业矢志拼搏，更进一步，再攀高峰。
同时，坚守铜仁医疗阵线，以回应每一
份健康的期盼。

李陈匆匆奔赴病房、手术室、团队工
作室、会场的忙碌身影，诠释着医者的道
路，在这条充满挑战且异常艰辛的道路
上，他以妙手仁心，融贯中西的态度，镌
刻下医者闪亮的形象，激励着更多医务
工作者坚守初心，砥砺前行，共筑健康铜
仁梦。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冉文锋 杨健

李陈：以仁心践初心 用医德铸医魂

本报讯（陈厦华 张海露） 在电力行业技术革新浪潮
中，思南供电局杨叶奎创新工作室传来捷报，其自主研发的

“一体化装表接电多功能屏柜”，斩获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
统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

长期以来，电力装表接电培训存在四大痛点：取线耗时
超40%，导线损耗率达 35%；实训室占地大、耗材成本高；安
装工艺不统一；基层员工集中培训成本高。这些难题严重
制约电力人才培养效率。

为破解困局，工作室研发出“电力实训神器”：智能升降
系统实现“一柜两用”，收纳后仅占地 0.8平方米；科学取线
设计让取线效率提升3倍，导线损伤率降至 0.5%；模块化功
能区集成工具定位、仪表防震、8小时续航等功能。

该成果落地后成效显著：试点单位年节约材料费137
万元，单次培训时间缩短1.5小时，人工成本降低 40%。目
前已在南方电网全网推广，南方电网首批采购1.2万台，产
值达1.44亿元。更让基层供电所实现“随时随训”，计量装
置安装合格率从92%跃升至99.8%。

在贵州电网铜仁思南供电局实训现场，银色柜体展开
后，分色导线整齐排列，操作如抽纸巾般便捷。

据项目负责人杨叶奎介绍，该项创新成果已取得发明
专利5件，实用新型专利2件，公开发表科技论文3篇，成功
解决了电力行业装表接电培训中工具杂乱、导线浪费严重
等痛点，已在南方电网推广并产生显著经济效益。

本报讯（徐飞 张运典） 近年来，
德江县凭借“人防+技防+工程治”立体
防控体系，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守护
着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截至今年 5月，
全县10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现动态监
测全覆盖，累计完成 31个隐患点治理，
313户1356名群众通过避险搬迁彻底
脱离危险，近 3年地质灾害零伤亡的背
后，是一套精密运转的防治体系。

立体监测，织就全天候防护网。针
对全县68.3%区域为陡坡的特殊地形，德

江县构建“县——乡——村——监测员”
四级防治网络，107名专职监测员与106
个自动化监测设备形成“人机协同”监测
体系。2024年以来，通过地质灾害监测
预警平台累计发布红黄橙蓝预警信息
138次，成功预警2起灾害，避免了20余
户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在G352张巧线等
交通要道，投资 851万元的灾害防治工
程正加速推进，通过支挡、排水等工程措
施，提升道路安全系数。

综合治理，从隐患点清零到全域安
全。坚持“治”“迁”结合，德江县近年来
累计投入 6320.61万元实施 6个综合防
治项目。2024年投入 2270万元重点治
理13个隐患点，通过修建挡土墙、拦渣

坝等工程，惠及 293户1376人。在煎茶
镇阴家山等隐患点，采取“集中安置+分
散搬迁”模式，不仅完成房屋拆除和复
垦，更通过配套基础设施让搬迁群众实
现“忧居”变“优居”。数据显示，全县地
质灾害防治资金投入连续五年保持两
位数增长，2024年工程治理覆盖范围较
2020年扩大40%。

责任闭环，从制度设计到精准落
地。严格落实“五位一体”网格化管理，
将地质灾害防治纳入乡镇年度考核“一
票否决”事项。2024年1月召开的全县
自然资源领域安全生产会议，明确将地
灾防治与乡村振兴、道路建设等工作同
部署、同考核。最新修订的《2025年德

江县地质灾害防治方案》进一步细化
“三个紧急撤离”标准，要求对高风险区
域实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
查”的全周期管理。通过开展 8场 600
余人次监测员培训，基层防灾能力显著
提升，2024年“五一”期间累计巡查1935
人次，及时排除1起公路边坡垮塌隐患。

“地质灾害防治是守护民生的底线
工程。”德江县自然资源局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将结合 G352线打磨丫段等重点
工程，持续推进“隐患点清零”行动，确
保 2025年底前完成剩余 76处隐患点的
综合治理。

德江建立地质灾害防控体系
全面筑牢安全防线

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本报讯（记者 龙吟 姚元旭 实习生 蒲雨杉） 今年5月
是第五个“民法典宣传月”。5月 9日，碧江区召开以“法润
生活·‘典’亮万家”为主题的民法典宣传月启动暨集中培训
宣传会。

启动会上，宣读了《碧江区2025年“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方案》被并就如何做好“民法典宣传月”活动作出安排。为
有效提升参会人员对民法典的理解和运用能力，碧江区“八
五”普法讲师团成员周晨律师围绕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主要
内容及亮点条款，结合婚姻家庭、合同纠纷、侵权责任等与
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典型案例，为参会人员开展了民法典
法治培训。

本次“民法典宣传月”期间，碧江区将充分整合各方资
源，构建全方位、立体式的宣传格局。以“民法典进企业”为
重点，广泛开展民法典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进
网络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法治宣传氛围。

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区法学会负责人，各乡镇
（街道）、区直相关部门分管负责同志或工作人员，“法律明
白人”代表共90余人参会。

碧江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

思南供电局“电力实训神器”
破解行业难题

民法典宣传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