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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诚聘车间生产操作人员
要求：1、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2、年龄45周岁以下，男女不限。
公司提供住宿，有食堂、餐补，市区班车接送，缴纳各项保险。

地址：沧州经济开发区金光大街18号 电话：0317-7883001、13623176180（微信同号）、15030770312（微信同号）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
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六七
八……”近日，在市中心医院儿
科产科院区儿童重症监护室
里，护士给南皮两岁男孩小赫
（化名）唱儿歌，逗得他哈哈大笑。

一个月前，小赫因溺水挣扎
在死亡线上。意外发生后，孩子
爸爸第一时间对其实施胸外按
压，医生随后争分夺秒展开抢
救，终于将失去了呼吸和意识的
小赫救了回来。

孩子没了呼吸
胸外按压一刻不停

事发当日上午，小赫的家人
做家务时，猛然察觉已经半小时
没有看到孩子了。家人在屋里屋
外找了一圈，惊恐地发现，孩子
头朝下漂在家门口小水坑的水
面上。

小赫的爸爸迅速将小赫从
水里捞出来，并拨打了 120急救
电话。他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些急
救的科普视频，赶紧按照视频里
教的方法，抓住抢救“黄金期”，
对孩子持续进行胸外按压。经过
按压，已经没有了呼吸和意识的
小赫吐出了一些水。

当地医院的救护车随后赶
到，医生为小赫进行了气管插
管。发现孩子病情危重，医生建
议立即转院。

救护车载着小赫，急奔市中
心医院儿科产科院区。路上，医
生一直对小赫进行胸外按压。

“鬼门关”前
将孩子“拽回”

“孩子刚到时，情况很不乐
观，没有自主呼吸和意识，仅有
非常微弱的心跳，身体抽搐，四
肢强直，皮肤发干发白，体温仅
有 35℃左右。”市中心医院儿科

产科院区儿童急诊医学部医生
张文利说，他们迅速为患儿开
辟绿色通道，为他重新进行了
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并用棉
被等保持体温，用冰帽降低脑
部的氧气消耗。同时，下胃管回
抽患儿胃里的积水，用开塞露
通便，迅速完成头、胸、腹部的
CT检查。

医生发现，孩子已经出现
了吸入性肺炎、脑损伤、心肌
损 伤 、肝 功 能 和 肠 道 功 能 损
伤。他们当即为其输入了抗感
染、营养神经、控制颅压、镇静

等药物，并给予肠内外的营养
支持……在儿童重症监护室，
每一项操作，都是在与“死神”
抢人。

护士昼夜守护在小赫的病
床前，定时为他翻身、拍背。从胃
管里注入的奶量，也是根据孩子
的耐受情况几毫升、几毫升地微
调。经过医护人员五六天的全力
抢救和精细护理，小赫终于恢复
了意识和自主呼吸，撤下了呼吸
机。经过治疗，小赫的各项身体
指标逐步趋好，最终脱离了生命
危险。

孩子家人的
急救措施获肯定

事后，小赫的家人调取监控
视频发现，孩子是在玩耍时不慎
跌入小水坑的，溺水时间有十多
分钟。

“患儿年龄太小，溺水时间
长，因缺氧导致的脑损伤比较
严重，这是抢救的难点。”市中
心医院儿科产科院区儿童急
诊医学部主任宋丹阳说，幸运
的是，孩子的家人有一定的急
救 知 识 ，及 时 实 施 了 胸 外 按
压。

胸 外 按 压 即 胸 外 心 脏 按
压，是在患者胸廓外用人工的
力量通过胸壁间接地压迫心
脏，从而使心脏被动收缩和舒
张，按压血液到血管，维持血
液循环。小赫爸爸的胸外按压
手法可能不是很专业，但这一
急救措施在挽救小赫生命的
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获得
了医生的肯定。如果小赫没有
第一时间接受胸外按压，后果
不堪设想。医生建议市民平时
多学习一些急救知识，以应对
意外情况。

据了解，如今的小赫自主
呼吸良好，能哭能笑，受损的脏
器不断好转，正在积极接受康
复训练。

溺水十多分钟 南皮两岁娃命悬一线
经家人和医生拼力抢救奇迹生还
本报记者 代苗苗 本报通讯员 刘斯 摄影报道

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小赫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小赫。。

“我这个人就是爱琢磨，天
马行空，什么都敢想一想、试一
试。”国网东光县供电公司党委
党建部主任高毅笑着对记者说。

33 岁的“发明达人”高毅，
喜欢在一线工作中发现问题、捕
捉灵感，醉心于新工具、新方法
的研究。参加工作的十余年间，
高毅申报了众多国家专利。日
前，他的第 85项国家专利已顺
利通过审批。

一次“不甘心”
让他走上发明路

2011 年，刚参加工作的高
毅跟着师傅进行变台施工作业。
师傅把绑线缠得又快又紧，像工
艺品一样好看。高毅因不得要
领，缠出来的绑线歪歪扭扭、松
松垮垮。师傅都被他逗乐了。

高毅很不甘心，想通过“巧
劲儿”快速赶上师傅。

一连钻研了几个晚上，高毅
研制出一款“Y型拉线快速绑线
器”。有了它，“新手小白”也能轻
松地将绑线缠得像工艺品。

没想到，这一发明在国网沧
州供电公司的“五小”创新竞赛
中夺得二等奖。“原来创意就在
身边，咱普通人也能搞发明。”高
毅说，就这样，他踏上了发明之
路。

找到工作“痛点”
研发众多“神器”

工作中，高毅每天都把自己
发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同事
吐槽的“痛点”记在随身携带的
本子上，研究如何把这些“疙瘩”
捋顺。

高毅在工作中发现，同事检
修设备时要用到绝缘梯，但有时
会遇到绝缘梯伸不开或找不到
可靠支撑点的情况。他决定研发

一款安全、移动方便的踏台。
“踏台表面涂有绝缘涂料；

底部安装加强型的万向轮，可以
大大增强稳定性；踏台台阶的高
度、宽度，都经过精密计算……”
高毅说出自己的想法。为了提高
设备的承重力、安全性等，他将
设计图修改了20多遍。

经过多次试验，“移动式绝
缘踏台”终于“横空出世”，解
决了绝缘梯不好带、伸不开、
没处搭等问题。因创造性强，
该产品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授权。

高毅研发的数十件“神器”，
被投放到工作一线，惠及众多电
力员工。

为了服务百姓
也会“不务正业”

高毅的专利大多是电力设
备、工具等。他也有一些与工作
岗位无关的专利设计，其中最受
群众好评的要数“水龙带回收缠
绕器”。

农业灌溉期间，高毅经常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用电检查和安
全用电宣传。几年前的一天，在
东光县大单镇洼里高村，他发现
农民使用水龙带时，常常会因其
回收不便而造成损坏，进而耽误
农耕。

发现问题后，高毅想：能不
能结合电力施工中收放线器的
原理，做一款“水龙带回收缠绕
器”呢？

水龙带回收不便，是因为里
面的残水不易排出，表面附着的
泥土不好清理。高毅马上提笔作
图：将水龙带的一端与回收缠绕
器的转轴中心连接，人们轻转摇
把，让水龙带通过一个 15厘米
宽的“挤压口”，把残水挤出，将
泥土刮掉。然后，一个风车式八
边形缠绕器将水龙带卷成一盘。
解锁卡扣，便可取下水龙带。

方案确定，高毅利用业余时
间，忙着测量、切割、打磨、组装、
调试……有人调侃他“不务正
业”，他笑而不语，手里不停。

最终，“水龙带回收缠绕器”
制作完成。操作时，经过挤压的
水龙带像面条一样“听话”，最多
两三分钟就被整齐、服帖地缠绕
在转轴上，比之前方便多了。高
毅将这款缠绕器无偿提供给农
民使用。

面对数十项国家专利，高毅
并不停步。对他来说，创新已经
从一种兴趣，变成了一份责任。

沧州“发明达人”高毅，喜欢研制各种各样的“神器”

十余年间获国家专利85项
本报记者 代苗苗

高毅对自己研发的产品进行水平测试高毅对自己研发的产品进行水平测试。。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