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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安，副主任医师，现任渝北区人民医
院泌尿外科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重庆市分会
泌尿外科专委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重庆市
分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委员、重庆市医院管理
协会泌尿外科专委会委员。曾多次被渝北区
卫健委及医院评为“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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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洪：畜禽养殖科技推广带头人
本报通讯员 熊亚中

在綦江有一个被当地畜牧养殖户称为“畜牧专家”
的兽医，他是綦江区农业农村委高级兽医师刘德洪。

1986年，刘德洪从四川畜牧兽医学院毕业，分配
到当时的綦江县农业局工作。34年来，他全身心投
入綦江畜牧技术推广发展事业之中，亲身参与了编
印技术资料、举办培训班、引进改良畜禽品种、制定
畜牧发展规划、开展养殖技术攻关等工作，促进了当
地的畜牧生产提档升级，成为綦江的畜禽养殖科技
推广带头人。

精心指导地方畜牧产业发展

刘德洪来到农业局工作后，坚持把学校学到的理论
知识和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畜牧养殖技
术和疫病防治经验，并通过探索如何提高广大农户养殖
技术知识入手，开启了提升当地畜牧业生产发展之路。

其间，刘德洪牵头编写了系列指导綦江畜牧业发
展的技术资料10余套，除用于指导綦江畜牧业生产外，
部分还被推荐到国家级的农业出版社出版推广。如编
写的《规模化肉兔养殖场生产经营全程关键技术》和
《规模化中蜂养殖场生产经营全程关键技术》资料被中
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编写的《乡村振兴畜牧兽医实用技
术选编》资料被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出版推广。特别
是他主编的《重庆市綦江区现代农业技术手册》，被作
为全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的教材运用，对提高广大农
民朋友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普及推广畜牧养殖新技术

在工作实践中，刘德洪明白要想让綦江的畜牧业
早日发展起来，仅靠有限专业技术人员去传播推广农

村畜牧养殖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广大养殖户掌
握先进的养殖技术和科学知识。

为此，刘德洪通过上门传授养殖技术、举办养殖
技术培训、发放科学养殖资料等方式，全力参与了全
区畜牧养殖技术的培训活动，有力促进了全区畜牧业
发展。

据统计，他先后深入农村基层举办养殖培训班
110期，培训技术人员10500人次、规模养殖场户代表
500人次；巡回各街镇举办各类技术讲座45场次，培
训农户11500余人次；给广大养殖户传授养殖新技术
20余项，推广良种养殖法10余项，被广大养殖户称为
养殖技术推广专家。

同时，为从根本上改变綦江畜禽品种落后，产出
品种单一、效益不佳等不利状况，他带领养殖户先后
到山东济宁、四川眉山、贵州遵义等地引进西门达尔
肉牛、夏洛莱肉牛、伊拉肉兔、罗曼蛋鸡等10余个品质
好、效益高的名优品种，从而较好地改良了全区畜禽
品种结构，推动了綦江区畜产品提档升级。

扎实推进畜牧业规模化发展

2008年，刘德洪接任綦江县畜牧中心主任后，他
带领畜牧中心全体技术干部深入到县内的村社和畜
牧养殖场所开展了系列调研工作。经过半年的努力，
他和他的同事们跑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
掌握了全县农村畜牧生产的第一手资料；针对当前畜
牧业生产存在的问题，他牵头编写了《重庆市綦江县
畜牧产业发展规划（2008—2012）》（以下简称《规
划》），为綦江畜牧发展科学制定了五年的宏伟蓝图。

按照《规划》，结合全县20个镇街的畜牧产业发
展实际，刘德洪带领畜牧系统全体科技人员因地制宜

地指导街镇开启了规模化畜牧养殖示范场建设工
作。分别在县城南部的石壕、打通、赶水、东溪、石角
等半高山街镇发展建设以牛羊等草食动物为主的养
殖业，在县城以北的文龙、永新、中峰、三角、隆盛等平
坝丘陵街镇重点发展以生猪为重点的养殖业，鸡鸭兔
等家禽则由各镇街结合习惯科学养殖。

通过以刘德洪为代表的綦江畜牧人与广大基层
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开拓进取和积极努力，截至目前，
经招商引资已建设标准化养殖场115个，其中猪场42
个、牛场9个、羊场28个、鸡场23个、兔场13个，使綦
江区的规模养殖比重迅速上升到50%，出栏量明显提
高，生猪出栏92万头，草食家畜91万头（只），家禽901
万羽，填补了散养农户退出市场出现的供应不足，使
綦江区肉食品市场供应很快趋于平衡。

同时，在工作实践中，刘德洪还积极参加畜牧养殖
技术项目推广和科研工作，其间多次主持或参与了区县
的畜牧兽医项目的新技术新品种推广试验工作，并有19
个项目获得市县等相关部门颁发的科技进步奖项。

岗位是平凡的，青春是火热的，刘德洪凭着一颗
质朴、善良的心，一股火一样的热情，一种勇敢无畏的
精神，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
神，为全区养殖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德洪，綦江区农业农村委高级兽医
师。先后获2016—2018农业部丰收计划贡献
奖、重庆市饲草饲料工作先进工作者、重庆市
畜牧技术推广工作先进个人、綦江区科技工
作先进个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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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科技工作者·风采录
渝北区科协协办

“我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目标，只是希望每一个经
手治疗的患者，都能健健康康。”这是渝北区人民医院
泌尿外科医生杨华安说的话。从医以来，他始终坚持
在临床一线，严格要求自己，秉持一个医务人员应有
的操守，谱写了属于自己的青春靓丽篇章。

勤学善思 梦想开花结果

“小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常常生病。那时候，农
村缺医少药，看病很难，父亲常说家里要是有个医生
就好了。”这句话就像一颗种子，慢慢地在杨华安心里
生了根、发了芽。

在很多人眼里，杨华安属于“勤奋好学的孩子”，
高三那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被湖北医科大学临床医
学系录取，成为了一名医学生。医学生的课业繁重又
枯燥，杨华安却不那么认为。他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到
教室自习，晚上很晚才回到寝室，一有时间就泡在图
书馆，没有丝毫松懈。

2008年，杨华安又考取了重庆医科大学研究生，
进一步系统地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及研究方法。在专
业学习期间，作为主要课题组成员的杨华安撰写的

“surivivin在未成熟树突状细胞中的致免疫耐受的实
验研究”获得2008年国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杨华安笑着说：“学医虽然辛苦，但是当一个人喜
欢、爱好干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苦了。”

刻苦钻研 填补医院技术空白

肾结石的治疗，特别是巨大复杂肾结石的微创经
皮肾镜手术治疗，是泌尿外科风险最高的术式之一，

也是目前对复杂肾结石患者能获得最大
收益的手术方式。针对这一高风险
术式，杨华安刻苦钻研、查阅文献，
仔细分析研究总结，结合实际收
治患者的身体状况，拟定了渝北
区人民医院经需行皮肾镜患者
风险评估体系、术后观察要点、
处理措施，最大程度降低患者
的手术风险。

由于经皮肾镜常规需要
在超声引导下穿刺，但超声影
像检查操作是许多临床医生的
短板。为了补齐这一短板，杨华
安抽出休息时间到超声科学习了半
年，熟练掌握了识别上尿路结构，做到
了看得准。

但看得准还远远不够，经皮肾操作最大的风险来
自穿刺或扩展。为了解决这一难点，杨华安自己动手
制作穿刺模型，锻炼超声引导下穿刺的精准性。他还
锻炼穿刺手感，直至形成肌肉记忆。

经过精心的准备工作，最终于2016年顺利开展了
经皮肾钬激光碎石取石术。这一手术的成功开展，使
得渝北区上尿路复杂性泌尿结石病患能安全、就地享
受微创治疗。

耐心细心 赢得患者信赖

“杨医生非常耐心，不管我们有什么问题他都一
一解答，没有一点不耐烦。”有患者这样评价杨华安。

从医十几年，杨华安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患者和家
属，但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以同理心对待他
们。因为在他看来，医生不仅要有高明的医术，更要
设身处地为患者考虑。

“许多患者不单是身体上的疾病，他们的内心也

会很焦虑，这就要求医生要站在患者的
角度考虑问题。”杨华安说。

当患者对手术产生顾虑的
时候，杨华安会耐心和患者交
流，结合患者经济承受能力、
个人要求、身体条件等多方
面讲解各种技术的优缺点，
消除患者心中的顾虑，达到
最佳的手术效果。手术后，
他还会细心地交代术后注意
事项，事无巨细。

“我们的家人、朋友，包括我
们自己，都是潜在的患者。作为一

名医生，要以患者的心态结合自己的
专业素养，在医疗过程及沟通中找到一个

平衡点。”杨华安说道。
杨华安认真负责的态度也一直影响着他的同

事。在他的带领下，泌尿外科的面貌焕然一新，科室
人员个个技术过硬，人人爱岗敬业，获得了领导、同事
及患者的好评，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和泌尿外科的同事除了
完成科室本来的工作，还主动加入渝北区人民医院抗
疫一线，自发轮换进入医院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支
援抗疫工作。

杨华安：为患者的健康奋斗终生
本报记者 张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