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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星月 喻文苏
特约记者 范川

9月16日4时33分，四川省
泸州市泸县发生6.0级地震。四
川省卫生健康委立即启动重大地
震卫生应急响应，安排部署地震
卫生应急处置工作，已调派分管
委领导和应急办相关负责人赶赴
灾区，统筹指挥协调医疗救治等
工作。截至9月16日10时，地震
造成3人死亡、3人重伤、77人轻
伤。截至9月16日17时记者发
稿时，所有伤员生命体征平稳，暂
无生命危险。

一人一案分类诊治

9月 16日 5时，四川省卫生
健康委应急指挥中心派出四川
（川南）紧急医学救援队前往救
援；5 时 30 分，第一批国家（四
川）紧急医学救援队快反小分队
5名专家组成员赶赴泸县指导和
参与伤员救治工作；8时，第二批
国家（四川）紧急医学救援队快反
小分队10名专家、国家移动处置
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6名专
家、国家（四川）中医紧急医学救
援队（四川省骨科医院）5名专家
陆续赶赴泸县开展救援工作。

目前，四川（川南）紧急医学
救援队已先期抵达灾区；省级传
染病防治队专家已集结完毕，做
好前往灾区指导灾后防疫工作准
备；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四川省骨科医院开辟伤员收治绿
色通道，做好批量伤员救治准备，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作为重症
伤员定点收治医院，对所有伤员
实施一人一案分类诊治。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派，华
西医院“9·16泸县地震”国家应
急医疗救治专家组赶赴泸县地震
灾区，指导开展伤员救治工作。
专家组由7人组成，分别是应急
办晏会、神经外科关俊文、重症医
学科唐志红、重症医学科杨浩、普
外科刘非、骨科龙成、心理卫生中
心龙江。专家组中有多名中国国
际应急医疗队（EMT）队员，多次
参与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任务，
具有丰富的应急处置经验。

联合会诊救治重症患者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内多家

医疗机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医
疗救援工作。

9月16日5时37分，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川南医疗应急救援队由该
院应急扶贫办主任尹崇光率队，急诊
医学部、心身医学科、儿童重症医学
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医务人员，救护车
驾驶员，一行共9名队员集结出发。6
时03分，救援队抵达泸县人民医院开
展救援工作。7时30分，救援队将一
名伤情较重的患者转运至西南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多学科专家
立即开展会诊。转运完成后，神经外
科、骨与关节外科、脊柱外科3名专家
随转运救护车赶往泸县人民医院开展
应急救援工作。

8时50分，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第三批救援专家团队集合出发，前
往泸县公安局开展心理疏导工作。

武警四川总队医院也派医疗队赶
赴泸县参与救援。该医疗队由曾多
次参与救灾任务的医护人员组成，配
有体检车、B超等医疗设备及防疫物
资，主要承担医疗救护和心理健康咨
询任务。

拉网式搜救排查

9月16日下午3时30分，泸州市
泸县“9·16”抗震救灾指挥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据介绍，此次震中周边的
泸县嘉明镇、福集镇、玉蟾街道等区域
受灾较重。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泸州市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

下一步，将全力救治伤员，搜救可
能被困人员。整合调度市县医疗力
量，全力救治受伤人员，特别是重伤人
员；在确保救援力量安全前提下，按照

“逐户核实、不漏一户、人人见面”原
则，对受灾区域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搜
救排查，全力搜救可能被困人员。将
进一步核查地震灾情，做好善后工
作。开展震区群众转移安置，组织受
损建筑、危险区域的群众全部转移到
安全地带，加强物资调配，确保转移安
置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
有安全住处、有医疗服务，并做好疫情
防控。

卫生应急处置迅速展开

连线四川泸县地震救援现场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救援队转运重症患者。 尹崇光摄

□通讯员 殷舒月 罗鑫
本报记者 沈大雷

前不久，32岁的张女士在江苏省
中西医结合医院产科顺利生下了第二
个宝宝。这几天，已经出院的她遇到
了一件烦心事：一直坚持母乳喂养的
她，出现乳胀，疼痛难忍，娃儿快要“断
粮”了。想到住院期间护士长曾经告
诉她，产后出现问题可以通过互联网
医院预约上门服务，她便试了一下。
没想到，很快就有人“接单”了。

“接单”的产科护士长、副主任护

师王媛和主管护师游婷李如约来到张
女士家中。王媛与张女士详细沟通，
并重点针对乳房情况以及婴儿的吸吮
情况进行了解评估。接下来的催乳护
理中，王媛先在产妇的经络上予以刺
激，随后运用专业手法有序地进行乳
房按摩，再抱来宝宝予以母乳喂养，查
看婴儿吸吮情况。整个操作过程中，
她一边轻柔地操作，一边不断与产妇
沟通，根据产妇的反馈适当调整护理
手法，同时耐心地向产妇讲解母乳喂
养、乳房护理知识。1个小时后，产妇
乳房松软，疼痛减轻，乳汁排出通畅，
婴儿能够顺畅地吸吮。

“‘互联网+护理服务’不仅预约方
便，而且在家中就能得到优质的护理
服务，学到相关护理知识，真的帮我们
解决了大难题。”张女士感激地说。

王媛介绍，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产科开展了“互联网+护理服务”，以

“线上申请、线下服务”的形式，让专业
护士上门，提供母婴产后康复护理、产
后催乳护理及新生儿护理等服务。目
前，该院产科可开展恶露评估、哺乳期
营养咨询、母乳喂养指导等护理服务，
同时提供穴位按摩、耳穴压豆、腕踝针
刺等中医护理。

指尖预约 专业护理上门来

□特约记者 马国勇

“喂喂，乡亲们都注意啦！今儿，
邢台市第九医院西院区内科梁晓运
主任又来啦，又来我们村用喇叭给乡
亲们讲讲课，上次有想问梁主任问
题的可以来问……”9月 14日上午，
河北省任泽区于盟庄村党支部书记
吴勤周再次用大喇叭向乡亲们播报
通知。

当日，河北省邢台市第九医院西
院区健康知识宣讲团队再次来到于盟

庄村，利用大喇叭给村民普及健康知
识，讲解日常保健常识，回答村民健康
问题，给予健康指导。

吴勤周告诉记者，乡亲们生活条
件好了，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重视。
但是很多乡亲不懂健康知识，不知道
如何保持健康。了解到这些问题后，
邢台市第九医院党委决定开展“健康
知识大喇叭村村行”活动，利用村里
的大喇叭，将健康知识送到田间地
垄，让村民能在农忙之余，坐在田间
地头就可以听到一些常见疾病预防
知识。

经过与各村委会联系，邢台市第
九医院西院区迅速组成讲课小组，各
临床科室主任积极报名，通过村委会
大喇叭广播的形式向村民们讲解健康
知识。有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防治
等为老年人准备的课程，有孕期保健、
先天缺陷筛查、产后护理、儿童保健等
为妇女儿童准备的课程，还有口腔、耳
鼻喉等方面的保健知识……

于盟庄村的张大爷说：“大喇叭这
一响，让我感觉回到了生产队的年代，
但以前说的是种植养殖，现在谈的是
健康，时代不同喽。”

喇叭一响 健康知识讲起来

河南拒付追缴违规
医保基金5.79亿元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从河南省
医保局获悉，今年以来，河南省医保局
持续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截至7月底，
全省拒付追缴违规医保基金5.79亿元。

今年7月，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推进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
体系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改革目
标、监管责任、制度体系改革要求和组
织保障措施。为持续加强医保基金监
管，河南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专项
治理和“清零行动”，截至7月底，共检
查定点医药机构18878家，处理6873
家，拒付追缴违规医保基金 5.79 亿
元。通过各级各类检查，累计发现违
规问题436条，整合分析共性问题后
形成包含6大类问题的《河南省定点
医药机构现场检查问题清单》，确保检
查执法“一把尺子”量到底。

据了解，河南省医保局下一步将
开展全省规范使用医保基金行为专项
治理抽查工作，对全省17个省辖市、
济源示范区和10个直管县（市）的定
点医疗机构、医保经办机构、承办商保
业务的商业保险公司、医养结合机构
进行现场检查。

陕西居民医保
筹资标准提至900元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通讯员
魏剑）陕西省2022年度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筹资标准为900元，其中个
人参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320元，
财政补助每人每年580元，集中缴费
期为今年9月至12月。这是记者近
日从陕西省医疗保障局获悉的。

据介绍，陕西省2022年度城乡居
民医保参保缴费较往年有4个变化：
参保缴费标准较 2021 年度提高 70
元，其中个人参保缴费标准提高40
元，财政补助提高30元；自2022年1月
1日起，新生儿出生90天内须缴费参
保，才能享受相应医保待遇；集中缴费
期结束后仍需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各
类特殊人员，按照全省确定的参保年度
个人缴费标准缴纳个人医疗保险费，不
再缴纳财政补助部分；新增拟参保人
员，在拟参保地税务部门完成参保登记
并缴费，只需跑一次，即可完成身份确
认、信息变更、参保缴费等工作。

海南出台
基层药品配备标准

本报讯 （记者刘泽林）近日，海
南省卫生健康委在海口市举办全省基
层卫生机构负责人《海南省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药品配备评价标准（试行）》
专题培训班。

据了解，该《标准》涉及800种西
药和中成药（西药512种、中成药288
种）。其中，包含《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版》药品675种、《国家基本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
录（2020年版）》药品125种。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可选配西药和中成药品种
数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中心卫
生院可选配数分别为783种、800种；
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可选配
备数为628种；村卫生室可选配备数

为340种。
为推进基层结合自身合理用药，

《标准》制定的西药和中成药配备种数
的3个标准，分别是：基本标准，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中心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
室分别配备数达到500、250、80种；
推荐标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中
心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分别配备数达到
600、300、100种；鼓励标准，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乡镇中心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分别配备数达到650、350、120种。

根据《标准》，海南允许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根据收治病种、临床需求、药
物疗效和价格等因素，从国家目录中
适当增加非基本药物品种。为有效
保障妇女、儿童用药的实际需求，在
严格按照临床用药指南并确保安全
性的前提下，允许适当增加《国家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
品目录（2020年版）》外的妇女、儿童
用药品种。

重庆建成
44家智慧医院

本报讯 记者黎军日前从重庆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该市已评选出智慧
医院建设示范单位44家（占全市公立
医院总数的19.47%），有效解决了群
众看病“三长一短”等问题，极大改善
了群众就医体验。

据介绍，44家智慧医院实现了分
时就诊、90%以上的患者分时预约、人
工智能导诊指引、自助服务覆盖全部

诊区、多渠道多方式结算支付、诊间支
付、1分钟内全流程消息推送、诊疗信
息查询打印、自助打印电子发票、线上
住院办理等便民诊疗服务。

有的智慧医院还能为患者提供延
伸服务，如免费WIFI、药品配送、线
上点餐、共享轮椅、智能停车缴费等。
其中，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打
造全流程“互联网+智慧医疗”场景，
实行非急诊全预约，分时段预约精准
至10分钟，平均候诊时间同比缩短
55.3%，就诊迟到率降至3%以下，自
助服务使用率达80%以上。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检查及入
出院平均等候时间比创建智慧医院前
分别缩短60%、71%和 66%，多种药
品自动准备仅需10秒左右。

浙江全面推进
医学检验结果互认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发布《关于开展检查
检验项目标准化对码工作的通知》，全
面推进检查检验互认共享工作，确定
93项检查项目和180项放射项目作
为首批省内互认项目。浙江已建成全
省检查检验互认共享门诊系统，今年
10月底前将完成全部省级医院互认，
并实现试点地市市域检验检查互联互
通互认；12月完成全部地市市域内互
认；2022年 12月底前以地市为单位
完成与省平台的对接，最终实现省市
县三级医疗机构间的互联互通互认。

此前，医学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
享已经在该省嘉兴市、杭州市富阳区
等地先期开展试点。嘉兴市于2019年
接入浙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成为省内
首个与省级医院互联互通的县级市。
今年以来，影像、心电和检验三大中心
共享调阅69737人次。以胸部CT单个
项目测算，人均可节省检查用时两小时
以上。自今年年初开展试点以来，截
至8月30日，富阳区已累计归集55.5
万余人 232.5 万份检查检验结果数
据，实现调阅33.4万人次、互认2.5万
余项次；6家医院直接节省医保基金、
患者个人费用支出315.8万余元。

家庭健康促进行动
试点落户南粤小镇

本报讯 （特约记者聂鑫 王凯）
日前，中国计生协家庭健康促进行动综
合试点项目在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启
动。石碣镇成为广东省唯一的试点，也
是该项目唯一镇级试点。

该试点项目由东莞市卫生健康局
统筹，以东莞市计生协为指导，石碣镇
计生协承办，目标是整合妇幼保健、科
学育儿、青春健康教育、老龄保健等社
会资源，发挥计生协组织网络作用，围
绕生命全周期，建设集宣传、教育、培
训、咨询服务于一体的村（社区）家庭
健康服务中心，将家庭健康系列服务
渗透到最基层，为融入大健康大卫生
的家庭健康促进工作提供一线阵地支
持；同时，建设一支懂业务、敢担当、善
于做群众工作的家庭健康指导员队
伍，打造家庭健康服务阵地。

据悉，石碣镇将创建“10+9”家庭
健康服务模式，即每个村建设10个功
能室，实施9项家庭健康服务活动，包
括健康体检、健康干预、健康签约、健
康咨询、健康体验、健康心理、健康环
境、健康教育和健康文化等，以家庭健
康促进行动助推健康东莞。

泸县福集镇龙脑桥中心小学校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开展消毒防疫工作。 中新社记者张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