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宋静贤 记者
郑纯胜）近日，一名车祸伤者由“120”
救护车送往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抢
救。途中，急救医生在完成伤情评估、
生命体征采集等一系列院前急救工作
后，打印了一个印有姓名、门诊号和身
份证号等信息的“绿色腕带”，并戴在
伤者手腕上。与此同时，湖州市中心
医院急诊室电子大屏上同步显示伤者
的基本信息，急诊科医生据此制订了
诊疗方案。

以往，救护车把患者送达医院时，
急救医生通过手写的交接单和急诊科
医生完成交接，急诊科需要重新对患
者进行诊断评估。为让抢救更快一
步，湖州市急救中心运用数字化技术

手段，重塑流程，打通壁垒，无缝连
接起院前急救调度系统与医院信息
系统。

湖州市急救中心主任袁百利表
示，“绿色腕带”将原本患者被送到医
院后才能进行的基本信息确认、分诊、
建卡、挂号等流程提前到救护车上，实
现患者一上救护车就完成挂号，一到
医院就可以接受治疗。

据了解，湖州市还将推进“智联
急救”“可视化抢救床位配置”“物联
网腕带定位”等，实现医院HIS数据
反流到院前急救，推动应用场景向
市级其他医院和县区综合医院延
伸、扩面，不断提高危急重患者的抢
救效率。

浙江湖州

“绿色腕带”创新急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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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泽林）“以重点
数字健康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新兴信
息技术深度融合应用为手段，全面建
成高效统一、管理规范、开放共享、公
平普惠的数字健康服务体系，为全省
卫生健康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创
新驱动，为自由贸易港建设和健康海
南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保障。”海南省卫
生健康委日前出台了该省数字健康

“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了上述目标。
海南省健康产业与对外合作局局

长王艳芳介绍，近年来，海南推进区域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与应用，实现
省级平台与海口市、三亚市平台互联
互通，完成省内64家二级以上医院的
医疗业务数据接入，以及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管理、全员人口信息管理、妇幼
保健管理、免疫规划与预防接种管理、
血液管理5项公共卫生业务系统数据
接入，建立了约900万人的电子健康
档案；依托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省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建立了人
口健康数据开放共享机制，建成覆盖
全省的全员人口信息数据库；启动建

设“基于5G物联网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能力提升工程”和“三医联动一张
网”两个重点项目；全省发放居民健康
卡480多万张，实现在全省乡镇卫生
院、村卫生室可持卡看病、报销。

与此同时，海南还推进实施多个
省级集中部署的应用系统建设，实现
免疫规划和疫苗冷链实时监测、妇幼
保健综合管理信息、医疗电子证照等
系统全省应用。“海南智慧医院”接入
63家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便民就医
服务，推进建设了公立医院运营监管

系统、海南数字疾控平台，完成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信息化建设，实现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与上级医院间的信息共享
和分级诊疗业务协同。

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
要求，海南省计划到2025年，全面建
成联动、协同、共享的“三医健康医疗
大数据中心”“三医联动平台”和“三医
共用服务网”，并联通覆盖所有的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性（含中医）三级
医院电子病历应用五级水平、互联互
通标准化成熟度四甲水平通过率达到

100%，综合性二级医院电子病历应
用四级水平、互联互通标准化成熟度
三甲水平通过率达到100%；基于5G
技术的远程医疗服务能力覆盖所有的
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实现人
人拥有一份与电子病历无缝衔接的连
续、动态、实用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建成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效用的“智慧
医院”，推出一系列“互联网＋医疗健
康”便民惠民场景应用典型做法，打
造海南省数字健康发展“弯道超车”
模式。

海南出台数字健康发展规划

□新华社记者 张博群 李昂

正月十五，元宵佳节。辽宁省葫
芦岛市绥中县，道路两旁张灯结彩，在
火红的灯笼和炫目的彩灯映衬下，这
座正遭受新冠肺炎疫情侵袭的小城显
得空前静谧。在刺骨的寒风中，医护
人员、基层党员干部、志愿者等一线疫
情防控人员仍坚守岗位，守护着万家
灯火里的平静与安宁。

在绥中县封闭管控的农电小区，
医护人员安泰红刚刚为3个单元70
多户居民做完入户核酸采样，防护面
屏上的雾气已经结成了一颗颗小水
珠。“从早上 8点一直忙活到晚上 6
点，只有中午能脱下防护服，喝口水、
吃口饭。”

“大娘，别害怕，抬头，把鼻子露出
来。”医护人员两人一组，6层高的楼
爬上爬下，安泰红微信运动步数每天
都超过两万步。

“从2月 8日被抽调参加核酸采
样工作后就没回过家，今天元宵节，也
不知道儿子一个人在家能不能吃上元
宵。”安泰红说，今天早上乘车路过家
门口，她特意给儿子打电话，隔着窗户
远远地见了一面，“虽然没能回家过节
略有遗憾，但疫情当前，这是我们医护
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除了奋战在核酸检测一线的医护
人员，基层党员干部也坚守岗位，构筑
起了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在绥中县
中风险封控区盛华园小区所在的工人
社区，社区党委书记韩雨瞳正一边用
电脑填写报表，一边打电话协调防疫
物资，她的声音已经嘶哑，眼睛里布满
血丝。

“社区疫情防控事无巨细，稍有不
慎就可能前功尽弃。”韩雨瞳说，疫情
发生以来，工人社区40多位下沉干
部、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全都投入
到疫情防控一线，每天只能睡三四个
小时，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社区为每户居民制作了联络卡，
指定了联络人，如果居民有采购生活
物资的需求，可以随时跟工作人员联
系。”在盛华园小区封控卡口，记者看
到，一辆运送蔬菜、猪肉和水果的小
货车停在卡口，送货师傅把物资从车
上搬下来交给卡口内穿防护服的防
疫人员。

“小区实行封闭管控，足不出户，
居民采购的物资由卡口防疫人员转交
给小区内的志愿者，送货上门。”正在
卡口驻守的绥中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王伟说。傍晚5点，刚刚结束4个多
小时值守任务的王伟脱下防护服，在
凛冽的寒风中拿起一盒热气腾腾的盒
饭，他的两只手已经冻得通红，拿不住
筷子。

在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鏖战”中，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走上疫情防控一
线，点滴微光汇聚。2月8日，绥中县
报告首例确诊病例当天，绥中爱心志
愿者协会会长张宝奎就收到300多名

志愿者的“请战书”。很快，张宝奎就
组建起了一支志愿者团队，从事核酸
采样登记、防疫物资转运、生活物资配
送等工作。

在绥中县的一处物资储备点，记
者看到，17名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正
在从货车上卸下防疫物资。这样的
货车一天能来四五辆，20公斤的箱
子，志愿者们一天得搬 100 多箱。

“本来我们定了一个排班表，大家轮
班，干一天休一天，但志愿者们根本
不休息，每天都来，随叫随到。”张宝
奎说。

疫情防控一线的志愿者中，也涌
现出越来越多的年轻力量。刘雨舟是
大连科技学院的一名大学生，疫情发
生时，他正返回家乡绥中参与社会实
践，“一听说社区需要志愿者，我第一
时间报名，想为家乡作点贡献。”

2月15日，绥中本轮疫情已经进
入第8天，防疫仍未结束，坚守仍在
继续。

辽宁绥中 万家灯火里的坚守

抗疫进行时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近日，
山西省医保局发布《关于调整完善“双
通道”药品范围和待遇标准的通知》，
对该省门诊特药政策进行了调整。从
3月起，该省特药由95个增加到139
个，国家谈判药品中的36个纳入门诊
慢特病用药范围，其他国家谈判药品
按普通乙类药品管理。概括来说，该
省门诊特药范围进一步扩大，报销比
例进一步提高。

从2017年开始，山西省先后4次
从国家谈判药品中纳入95个门诊特
药，患者在医疗机构和药店两个渠道
（即“双通道”）购药均可报销。本次调
整，将2021年国家新增谈判药品中的
醋酸艾替班特注射液等36个药品，协
议期内谈判药品中的艾曲泊帕乙醇胺

片、马来酸阿伐曲泊帕片2个药品，医
保乙类目录中的利鲁唑等8个药品，
纳入全省特药范围。本次新增的特
药，主要包括罕见病、恶性肿瘤、传染
病（丙肝、艾滋病等）、血小板减少症、
皮肤病、阿尔茨海默病、类风湿关节炎
等病种。

该省首批6个特药（曲妥珠单抗、
氟维司群、伊马替尼、达沙替尼、尼洛
替尼、舒尼替尼），职工和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仍执行原规定按 70%报销。
新版特药目录中有21个专门用于罕
见病治疗的药品，包括肺动脉高压、多
发性硬化、脊髓性肌萎缩症、法布里
病、肢端肥大症等，职工医保按70%
报销，城乡居民医保按60%报销，报
销比例比原来提高了10个百分点。

其他特药，职工按65%报销，城乡居
民按55%报销，报销比例比原来提高
了5个百分点。

本次政策调整后，参保人员（包括
未办理门诊使用特药备案手续的人
员）住院期间使用特药，不再需要提前
在经办机构办理备案手续，只要主管
医师诊断符合适应证并开具处方，经
特药责任医师审核后，即可使用相应
的门诊特药。住院使用特药，药品费
不计入住院费用，单独结算，但医院须
在病历中完整记录，且只能开具在院
期间用药的处方量。出院后需在门诊
使用特药的，仍执行原有管理规定，须
在特药定点医院诊断备案，由责任医
师开具处方，在特药定点医院或零售
药店购药。

山西门诊特药报销比例提高

“江苏医惠保1号”
投保已超255万人

本报讯 （通讯员蒋婷 记者程
守勤）江苏省医疗保障局会同该省13
个设区市医保局以及全国11家商业
保险公司共同推出的普惠型商业补充
医疗保险产品——江苏医惠保1号，
自去年12月1日上线至今，累计投保
人数已超过255万人。

记者从江苏省医疗保障局获悉，
江苏医惠保1号自今年1月1日投保
生效以来，截至2月15日，已累计理
赔813人，赔付金额481.8万元，人均
赔付 5926元。据悉，投保患者出院
医保结算后，可通过与“江苏医惠保
1 号”数据共享，实现理赔结算“快
赔”服务。快赔申请只需填写个人信
息，一般无需上传住院医疗单据，这
大幅简化了理赔申请手续、压缩了理
赔时间。

四川首次尝试
疫苗“接力传递”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特约记
者杨琳）2月14日，四川省成都市玉
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流感疫苗

“接力种”公益活动。
本次活动以“为了爱·传递爱”为

主题，自愿自费接种流感疫苗者将获
得一个免费接种名额，该名额可由接
种者赠予任何人。受赠者在免费接种
后，还可自愿进行“爱心传递”捐赠善
款。筹集的善款会通过疫苗捐赠的形
式免费提供给街道养老中心或贫困家
庭儿童。据悉，此次活动得到了四川
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支持。这也是
四川省的首次尝试。

北京密云严把
隔离点安全关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林林 通
讯员李妍娜）日前，北京市密云区细化
集中隔离观察点各项管理措施，创新
建立“一规范、三上墙、五制度”体制机
制，从严从紧规范管理，确保隔离点绝
对安全。

“一规范”即驻点各类人员工作规
范，“三上墙”即评估报告上墙、三区两
通道示意图上墙、驻点工作组和临时
党支部组织架构上墙，“五制度”即集
中隔离观察点评估验收制度、开点谈
话制度、进点培训制度、运行监督制度
和监控报告制度。该区搭建了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管理体系，指导隔离点
工作人员做到既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
相互协调、同向发力。此外，该区强化
督导，堵塞管理漏洞，确保隔离点安全。

“仲景文化宣传周”
启动

本报讯 （记者李季 特约记者
崔松涛）2月14日，河南省南阳市首届

“仲景文化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在中
医祖庭医圣祠举行。启动仪式上，还
举行了《南阳市张仲景博物馆》风景明
信片发行仪式，“张仲景主题文艺作品
创作基地”揭牌仪式，以及名中医义
诊、中医药特色疗法体验活动等。

据悉，南阳市政府将每年农历正
月十八（即张仲景诞辰日）所在周确定
为南阳市“仲景文化宣传周”，旨在进
一步弘扬仲景文化，在南阳全域营造

“信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的
浓厚氛围，助力南阳建设中医药强市。

□本报记者 喻文苏
通讯员 唐彪

“春节期间，镇卫生院24小时都
有医生值班，身体有啥不舒服的，直接
去卫生院就是了……”近日，说起县域
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带来的好处，四
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歧坪镇群众杨秀英
露出满意的笑容。

73岁的杨秀英患有肺气肿，以前
做检查只能去县城的医院，一来一去
要一天。现在很方便，很多检查和治
疗在镇卫生院就能做。

作为“十四五”期间广元市重点优
先建设的10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之一，苍溪县歧坪镇中心卫生院去年
美化院容院貌，改造医疗服务流程，医
疗设备配备水平大幅提升，服务能力
进一步提档升级。

“医院通过实施县域医疗卫生次
中心建设项目，医疗业务覆盖面从原
来的6个乡镇扩大到10余个乡镇，服
务人口近 20 万，辐 射 半 径 15 公
里。”苍溪县歧坪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王政表示，去年该院住院人次增长
6.5%，门诊人次增长 27.8%，群众满
意度达98%。

除了苍溪县歧坪镇中心卫生院，
广元市其他9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建设也正加快推进。剑阁县元山镇中
心卫生院在2021年配置CT，与市中
心医院建立远程影像诊断网络，新开

展骨科疾病、肝脏胰腺肿瘤等病症诊
治，实现急诊半小时、普诊2小时出具
诊断报告。苍溪县龙山镇中心卫生院
新建3000平方米的住院楼，并配置
CT等大型医疗设备，增设500平方米
的针灸理疗科。

“在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
整‘两项改革’前，广元市乡镇卫生院
点多面广，有限的医疗资源被稀释，普
遍存在执业医师少、招人留人难、基层
首诊和乡村诊疗量占比小等问题。”广
元市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科科长
万鹏介绍，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
部署推动下，广元市在积极推进两项
改革“后半篇”文章过程中，进一步统
筹整合区域医疗资源，结合全市县域
片区划分，规划建设10个县域医疗卫
生次中心，确保群众就近就地享受优
质医疗服务。

据了解，“十四五”期间，广元重点
优先建设的10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
心大都在离县城50公里以上的中心
镇，辐射周边3～5个乡镇。10个县
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在2021年全
面启动，将用4年至5年时间分规划
建设、巩固提升两个阶段压茬开展。
同时，10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建设
同步纳入“十四五”二级综合医院设
置和评审规划。广元力争通过医保、
编制保障等政策支持，“一院一策”开
展建设规划，使每个次中心至少建成
2个临床特色科室，床位使用率不低
于85%。

四川广元：15公里医疗圈正形成

2月 16日，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医务人员正给一位女士
进行核酸采样。当日，满洲里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
告，根据满洲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安排，自当日下午14时开
始，启动第一轮全员核酸筛查。

王化勇摄

满洲里启动
全员核酸筛查

本报讯 （记者陆继才）“您好，我
住学府路，姓刘。老伴70岁，患帕金
森病、老年痴呆，重度残疾，长年卧床，
能不能派医务人员到家里为老伴换药
和清理化脓伤口？”近日，昆明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工作人员接到
预约上门服务电话后，问清对方的家
庭详细地址、电话后，即着手安排接单
人员。

伤口造口治疗师何芳在服务平台
进行接单后，在伤口造口专科护理组
组长杨名钫护士长和“互联网+护理”
平台工作人员的陪同下，20分钟就赶
到距离医院4公里的患者家中。他们
按照规范流程为患者进行伤口清洗、
消毒、换药，向患者家属详细讲解了卧

床患者的生活护理、皮肤护理和饮食
指导，告知家属下一次换药时间。

该院护理部主任田莹告诉记者，
该院近日启动了线上预约、线下接单
业务，将医院护理服务延伸至社区、家
庭，实现医院—社区—家庭延续护理
模式，为慢性病、高龄、失能、半失能等
特殊人群提供服务。该院副院长梁红
敏介绍，该院在逐步建立以“机构为支
撑、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的优质
高效护理服务体系。医院借助网络平
台提供“互联网+护理”智慧护理服
务，启动的“线上预约、线下护理”服务
模式，不仅解决特殊人群看病不方便
的难题，也将树立医务人员在社会上
的良好形象。

昆明医大一附院

“线上预约、线下护理”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