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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进行时

□特约记者 朱凡

“瑞金的门急诊开吗？需要
核酸吗？”“我在网上配的药什
么时候到？”“居委会、志愿者可
以代配药吗？”“在家久了，老人
小孩都有抑郁、焦虑情绪，我该
怎么办？”

疫情期间，为了能及时解答
市民医疗咨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特地开通16
路电话，每天 60人次三班倒参
与接听，日接听电话超 4000
通。接线员、志愿者 24小时在

线，架起了特殊时期医院和市民沟通
的桥梁。

“发现电话咨询量在增加，我们
立刻将总机、话务坐席扩容，并重新
录制总机欢迎语音，将门急诊咨询分
机设置为快捷键转接的方式，提高了
转接效率。”医院后勤保障处副处
长金炎介绍，“现在总机接线员已经
增加到 10人，可以同时接入 300个
电话。”

“3月底，瑞金医院特地加开‘瑞
金抗疫医疗热线’和行政值班热线，并
招募院内员工志愿者接听咨询电话。”
热线电话负责人陆琳说，“为有效解答
市民各方面的疑问，医院特地对所有

志愿者进行接听培训，并邀请相关职
能部门负责人和相关学科人员来解答
疑难问题。”

志愿者坚守在电话机旁，不仅要
安抚来电人员的情绪，更要帮他们反
映情况、沟通协调、解决问题。“一个电
话往往需要三四个部门联动才能解决
问题，这背后是医院各个行政部门、各
个学科的强大支撑。”医院党委副书记
俞郁萍说。

一位术后患者来电说：“小区封控
时间延长，我出不来，导尿管已经拖了
一周还没拔怎么办？”接线员立即汇报
门诊办公室，在与患者所在居委会、街
道沟通协调之后，患者被街道送往瑞

金医院门诊，泌尿外科医生何竑超“全
程武装”，很快帮助患者拔除了尿管，
避免了尿路感染的可能。

“无奈崩溃时，有你们宽慰心灵，
鼓励前行……道不尽的谢谢。”患者的
家属十分感激，第二天发送短信表达
谢意。

热线来电中，“问药”的电话占了
一大半。“为了解决配药问题，医院招
募160人的医护志愿者送药上门，很
快就完成了配药任务。”院办国际交流
部主任林婧说。

“求助电话中，有不少高龄独居
老人不会上网，我们就想办法找到社
区志愿者帮他们代配药。能帮患者

解决实际问题，我很开心。”医院
数字医学创新中心工程师黄秋
悦说。

“行政值班时接听热线，我和
搭档吴菁一夜没停。电话接连响
起——有些患者在抢救室，家属
等在外面很焦急；有些身在国外
的子女打来越洋电话，了解在院
父母的情况；最多的还是患者想
来看急诊又有很多疑问……我们
一一解答大家的疑问，尽最大努
力安抚一颗颗焦虑的心。”工会办
公室主任吴瑞春说，“虽然累但很
有意义，帮助患者和家属解决了
困难，心里暖洋洋的。”

疫情下，咨询电话时刻畅通

□通讯员 杨雅琴 郑红
特约记者 肖建军

消杀机器人、智能化生命体征检测
仪、网络版心电图机、多学科云会诊平
台……在河北省保定市方舱医院，一系
列“黑科技”成为战“疫”的得力助手。

4月30日9时许，通过远程监控系
统，记者看到，方舱医院病区内，医护人
员开始例行检测患者生命体征。在这
里，智能化生命体征检测仪1分钟就可
完成1名患者的检测，遍布方舱的5G
专项宽带网络可以保障这些信息实时
录入，并传输至患者诊疗信息系统。

“方舱医院主要收治轻症患者，医
护人员每天要对患者进行体温、心率、

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测量2～4次。
如果用纸张来记录，数据量太大，而且
为防止病毒传播，记录的纸张无法往
外传递。”保定方舱医院执行院长、保
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贾同乐告诉
记者，智能化生命体征检测仪的引入，
解决了这些难题，同时大大减轻了医
务人员的工作量。

在远程会诊中心，贾同乐拿出手
机，点开多学科云会诊平台，CT影像、
心电图、化验结果等所有病例信息一
目了然。“保定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医
疗救治专家组成员全部在线，随时可
以发起会诊。”贾同乐说。

4月9日，保定市方舱医院正式启
用后，该市卫生健康委从全市医疗机
构抽调400余名业务熟练、责任心强

的医疗、护理、院感骨干力量，组
建方舱医院医疗梯队，全力开展
救治。

走进方舱物资库，物资摆放
井井有条，方舱医院管理办公室
主任李慧君正忙着核对物品清
单。“医护人员来自十几家医院，
大家平时的习惯、工作场景不同，
不好管理，我们采用6S管理模式
后，流程明确，效果显著。”李慧君
介绍，所有物品都采用清单式管
理，大到抢救车、移动护理站，小
到一支体温表、一支笔，都定点定
位放置，标识清楚，一目了然，大
大节约了交接时间。

截至目前，保定市已有61名
患者达到出院标准，走出方舱。

方舱医院，“黑科技”显身手

□通讯员 支梅
特约记者 沈大雷

拧开一次，拧紧一次——蔡
晓云坐在生物安全柜前，双手像
机械臂一样忙碌着：左手拧开试
管，右手握紧移液枪，快速准确地
吸取标本，加入一旁提取板对应
的小孔中，又眼疾手快地拧紧试
管盖……

4月27日上午，江苏省淮安
市淮阴区疾控中心PCR核酸检
测实验室内，检验师蔡晓云、陈竹
青、郑伟等人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配制反应体系、手工加样至提取
板、用仪器提取核酸、将提取后核
酸加入体系、上机扩增，最后判读
结果，数据上传系统……

该实验室目前承担着全区隔
离点中高风险地区来（返）淮人
员，冷链食品、进口货物、外卖快
递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农村环
境以及学校、工地、敬老院等人群
和涉疫应急采样的核酸检测任
务，每天检测的样本量超过4000

管，全员核酸检测时高达9000管。而
该实验室仅有8名技术人员，加上淮
阴区卫生健康委抽调增援的4名工作
人员，每天12个人两班倒，24小时运
转，确保所有样品随到随检，在最短的
时间内出具核酸检测报告。

下午2时15分，一身疲倦的蔡晓
云和同事走出实验室。从早上8时许
进入实验室，他们穿着密不透风的连
体防护服，戴着N95口罩、防护面罩，
套着双层手套，已在负压的实验室环
境下连续工作了6个多小时，汗水早
已湿透了衣衫；而长时间戴着紧绷的
橡胶手套，加之拧盖时不断摩擦，每个
人的双手都已皱皱巴巴的；特别是右
手长时间抓握移液枪，吃饭时虎口酸
疼得几乎握不住筷子。

“今天上午做了 25 板，还不算
多。”郑伟说，“最多的一天做了 96
板。”那一天，蔡晓云一个人就做了36
板，一次拧开、一次拧紧，双手一天拧
管3000多次！

下午 2 时 56 分，实验室消毒完
毕。简单地吃了几口饭，短暂的休息
后，蔡晓云和同事再次走进实验室，开
始了新一轮的忙碌……

一天拧管3000次……

□特约记者 邓国强
通讯员 陈君 李涵

“你看，‘大白’身上画的是什
么，是不是威猛的大恐龙呀？”“你
要像大恐龙一样张大嘴巴给阿姨
看哦……”日前，在安徽省黄山市
援沪医疗队负责的核酸采样点，
一位家长指着“大白”后背上画的
卡通恐龙，给孩子加油打气。听
到妈妈鼓励的话，孩子顺利地完
成了核酸采样。

上海疫情暴发后，安徽省黄
山市卫生健康委集结一支208人

的医疗队伍驰援上海。截至5月初，
这支队伍已先后在浦东、川沙等区域
高效完成了9次累计80余万人次的
核酸采样任务。为了给大家加油鼓
劲，黄山市人民医院援沪队员吴倩和
吕慧化身“战袍画师”，用记号笔为队
员们手绘出各种卡通图案的“治愈系
战袍”。

在采样现场，不少志愿者和居民
看着身着卡通图案防护服的“大白”眼
前一亮，小朋友们开心地叫着“好
棒”。一幅幅充满乐趣的图案，承载着
一线抗疫人员的爱心，缓解了疫情带
给居民们的心理压力，更加坚定了大
家战胜疫情的信心。

背着卡通恐龙采样

5月3日，北京市密云区发现两名核酸检测阳性人员后，第一时间
启动应急处置预案，迅速开展流调、排查、封控、采集核酸等工作。图
为北京市密云区溪翁庄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为管控区居民采集
核酸样本的情景。 通讯员王旭英 特约记者张林林摄影报道

积极应对疫情

□通讯员 俞威英
本报记者 郑纯胜

血压异常就自动预警

“王阿姨你好，我这边电脑上显示
你这几天血压有波动，不太稳定。你
上午在家吗？我过来帮你量一下血
压。”近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瓜沥
镇梅林村的村民王秋玲，一早就接到
了村卫生服务站张医生打来的电话。

原来，王阿姨患有高血压，作为萧
山区“两慢病”的重点管理对象，她此
前从村卫生服务站领到了一台智能血

压仪，每天的血压数据会自动上传到
她的签约家庭医生的“数字家医”端。
一旦发现问题，系统就会自动预警，提
示家庭医生跟进随访。

这是萧山区“健康大脑”赋能“两
慢病”智慧管理的一个应用场景。近
年来，萧山区呈现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病人群居高不下的态势，全区165万
建档人群中高血压患者就有40.8万
多人，糖尿病患者有8.7万多人。面
对庞大的慢病人群，靠家庭医生以往
的管理办法，已经不可能达到高效管
理的目标。

自2021年3月开始，萧山区启动
了“健康大脑”赋能下的智慧化管理系
统建设。“健康大脑”能够实时动态监
管签约居民的血压、血糖等数据。收

到异常情况时，家庭医生端可同步进
行主动干预，实现对患者诊前、诊中、
诊后的全流程闭环管理。

家门口办理住院手续

近日，家住萧山区浦阳镇临江村
的田阿姨突发中风，被家人紧急送到
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经诊治确
定田阿姨需要送上级医院住院治疗。
随后，社区医生通过“云入院准备中
心”为田阿姨申请并办理了入院准备，
田阿姨凭着平台上发送来的住院信
息，当天就顺利入住了萧山区第三医
院，免去了原来需要再次到医院挂号、
看诊才能开住院单申请入院的流程。

如此便捷的入院准备，得益于“健
康大脑”通过数据流推动业务流，整合
了所有区级医院床位，改变以往各家
医院、各个科室相互独立的局面。萧
山区将区级医院床位开放给区域内所
有基层医疗机构，住院服务分布到全
区域各个站点，使床位成为区域共享
资源。目前，仅萧山区人民医院，每周
就有超过70人次通过村卫生室或卫
生服务站直接办理入院。

区域医生“一张网”

“郭主任好，这名患者是你以前的
病号，近几天心血管方面有点异常，请
帮忙看一下。”近日，萧山区浦阳镇卫

生服务中心医生朱铁飞与萧山区第三
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郭美群进行视频
连线。

朱铁飞在社区随访过程中发现签
约村民刘先生在心血管方面有比较复
杂的症状，他通过手机端“移动医生”
查到该患者之前的诊断医生是萧山三
院的郭美群。于是，朱铁飞马上发送
了远程会诊请求，并给郭美群发送了
患者主诉、病史及相关检查报告等。
经过认真查看和沟通后，郭美群当场
出具处理意见给了朱铁飞。

“健康大脑”在全区医疗机构和医
护人员数据实现融合共享基础上，推
出了面向全区医护人员的“移动医生”
平台，实现区域医生“一张网”，从而推
动“家庭医生—全科医生—专科医生”
围绕患者进行业务联动。

目前，“移动医生”平台月均活跃
达6000余人次，月均病历调阅12万
余次，开展在线会诊2000余次。“移动
医生”平台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纵向
流动，通过数据赋能后的分级诊疗模
式，使患者的小病、慢病不用出村镇就
能解决，大大方便了基层群众的就医，
促进了医疗服务提质增效。

“健康大脑”为村民保驾护航

河南多策鼓励
生三孩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南
省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
展实施方案》出台。据悉，该省将参保
女职工生育三孩的费用纳入生育保险
支付范围，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
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并
探索制定根据养育未成年子女负担情
况实施差异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
政策。

《实施方案》提出，要完善生育休
假与生育保险制度，严格落实产假、哺
乳假等制度，推动实施父母育儿假制
度，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同
时，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持续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开
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工作，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实施方案》强调，要保障女性就
业合法权益，落实规范招聘行为促进
妇女就业的政策措施，建立就业性别
歧视约谈制度。重点围绕女职工卫生
费、“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
劳动保护、产假、哺乳假等落实情况，
定期开展女职工生育权等权益保障专
项督查；将生育友好作为用人单位承
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适时对现行
有关休假和工作时间的政策进行相应
修改完善。

新疆实行
药品经营企业信用管理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邢靓 夏莉
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
督管理局制定了《自治区药品经营企
业质量安全信用等级评定与分类管
理办法（试行）》，规范全区取得药品
经营许可证的药品批发、零售连锁企
业（含所辖连锁门店）和单体药店的
信用管理。

《办法》规定，药品经营企业质量
安全信用等级每年评定一次，信用等
级由高到低分为A、B、C、D共4级，评
定由新疆药品智慧监管平台实时自动
完成。起评基础为B级，根据企业的
守信情况进行加减分累积，对在药品
质量安全方面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
用，获政府部门表彰等情形的药品经
营企业予以加分，对存在违反《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等情形的药品经营
企业予以减分。

《办法》要求，根据年度信用等级
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对A级企业实
行低频率监管，对B级企业实行适度
频率监管，对C级企业实行较高频率
监管，对D级企业实行高频率监管。
连续两年获得A级的企业在办理药
品经营许可证变更事项时可免于现场
检查。

广西推动
普惠托育服务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唐湘利）近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为民
办实事项目、自治区级托育服务示范
园——广西卫生健康委幼儿园托育分
园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据了解，广西卫生健康委幼儿园
托育分园是该委调拨土地和利用专项
地方债券资金，采用公建公营模式建
立的第一所托育园。该项目总投资
2700万元，每年可为800个家庭提供
科学育儿指导服务，预计2023年开
园。项目建成后，除提供全日托育服
务外，还将通过家长课堂、亲子活动、
家庭养育指导及社区亲子活动等多元
化、多样化服务，满足群众多层次需求。

自2019年以来，广西卫生健康委
充分发挥牵头部门作用，加快普惠托
育服务专项行动试点建设工作，破解
照护难题。“十四五”期间，广西将加快
建立健全覆盖多面、普惠优先、管理规
范、服务多元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
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地方新建或
改扩建托育机构，累计支持新增普惠
托位1.5万个以上。同时，加强试点
示范引领，积极培育托育品牌，增加托
育服务供给，着力推进“一市一县（市、
区）一普惠”建设目标。到2025年，实
现全区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达到4.5个左右，0.5万～1.2万人口
规模的完整居住社区托育服务设施达
标率达6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