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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进行时

（上接第1版）
所有抢救人员立刻投入紧张的止

血、抗感染等治疗中，时间一分一秒过
去，孩子的病情得到明显改善。后续
治疗中，救治团队为孩子安排了专人
护理，监测生命体征，及时调整呼吸机
参数改善通气，改善微循环，进行气道
护理、液体管理……仔细记录宝宝的
各种病情变化，并随时与医生商讨护
理措施，调整治疗方案。

终于，在孩子发病后的第二天，
肺出血得到了有效控制。6月 11日
改为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6月14日
停无创呼吸机，6月 23 日孩子康复
出院。

“急救就是战斗。病情诊断及时
准确，救治措施科学有力，患者就多
一些生的希望。”该中心主任顾建文
表示，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中，医院
优化了急诊介入患者就诊流程，近来
抢救了不少急危重症患者。比如，为
63岁的女性患者切除胸腔里重达7

千克的巨大肿瘤，给严重骨盆、股骨、
胫骨、肋骨骨折合并肝肾复合伤的男
子进行康复手术，抢救心跳呼吸骤停
的老人，治疗中毒性大面积表皮坏死
松解的患者等。

援助西藏，照护百姓
和官兵

盛夏时节，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六
〇医院援藏医疗队奔赴西藏自治区阿
里地区，他们要对当地的普兰县人民
医院进行帮扶。一行4人组成的医疗
队3次转机，跨越5000多公里，历经
72小时，从山东省济南市抵达西藏自
治区阿里地区。这里平均海拔4500
多米，积雪覆盖着连绵的大山。医疗
队沿着狮泉河一路向南，车子贴着陡
峭的山体缓缓地转过一个又一个弯，
终于来到普兰县人民医院。

高原地区氧气稀薄，军医王皓高
原反应很严重，身患高原肺水肿，但
在康复之后又迅速投入到工作中。
普兰县气候寒冷干燥，降水稀少，水
分蒸发强烈，牧民要从河道凿冰取
水。在驻地医院，通常两三天才集中
供一次水，附近几十户居民靠着仅有
的一条水管取水。每到供水的日子，
医疗队队员们就背着水囊，一趟趟地
往楼上运水。

县医院医疗水平不高，加上当地
高原天气变化莫测，遇到大雪封山常
常难以通行，驻军和居民常会面临看
病难的问题。“这里的官兵心肺压力过
大，常常会出现心脏肥大等症状。我
们要为大家进行查体诊疗，讲解保护
心肺的知识。”医疗队队长刘健介绍，
这些天，医疗队先后抵达海拔5100米
的雷达站、海拔4900米的边防连、海
拔5500米的边境哨所，足迹遍及冈底
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送去医疗服
务和必备药品。

在得知医疗队进驻的消息后，当
地居民纷纷前来看病。66岁的藏族
大叔欧珠多吉身体一直不好，在儿女
的搀扶下来到医院就诊。王皓进行了
细致问诊，初步诊断大叔患有胆囊炎、
肾炎等多重疾病，立即给予基础治疗
稳定病情，后与县医院院长会诊决定
将大叔送至拉萨市人民医院治疗。

“我们进驻普兰县医院以来，先后
诊治患者1838名，完成剖腹探查+盲
肠+升结肠术、肘关节囊肿切除术、右
手背侧肿瘤切除术等中高难度手术
16例，带教医生4名，努力提升县医
院的医疗救治能力。”刘健说。

线上交流，与基层紧
密联系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形势下，我们
通过线上会议，加强与基层医务人员
经验交流，促进与地方卫生健康系统
及共建医院的联络，这是医院外联络
部开展的一项重点工作。”南部战区总
医院院长郑溪水介绍，自2021年4月
起，该院共组织17次线上学术会议，
参会人数4400余人次，邀请参会军民
共建医院122家。

以胸痛患者救治体系建设为例，
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向定成团队提出
并实践的区域协同救治已积累了不少
经验。“截至目前，全国已有5200余家
医院建立了胸痛中心。区域协同救
治体系可以实现院前急救、基层医院
与大型医院院内救治的无缝衔接，缩
短救治时间，改善患者预后。”向定成
介绍，在以南部战区总医院为中心的
区域内，急性心肌梗死院前救治时间
平均节省 90分钟以上，急性心梗患
者的院内救治时间从 117分钟缩短
至48分钟，急性心梗患者院内死亡
率从 12.4%下降至 3%左右，急性心
梗和主动脉夹层住院费用平均下降
30%和17%。

7月8日，该院承办了第十一届中
国胸痛中心大会。各地胸痛中心的工
作人员通过“线上直播+线下会议”的
形式交流着区域协同救治的经验。

“在区域协同救治体系内，大医
院专家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培训，远程
查房讨论等形式，把最新心血管疾病
知识、脑卒中治疗手段和急危重病救
治理念等传递到基层。我们也将更
多发挥网络优势，进一步加强胸痛中
心、卒中中心、创伤急救、儿科等学科
合作，提升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向
定成说。

守护健康，军医们这样战斗

□特约记者 王耀 林丽

居住小区实施封控、管控，产检怎
么办？建卡医院临时停诊，临产了怎
么办？罹患基础病的“非绿码”老人遇
到紧急情况怎么办？

“兵团作战”，全速并进

7月 15日 14时 30分，甘肃省妇
幼保健院（甘肃省中心医院）缓冲诊疗
区门诊前，一辆闪烁着蓝灯的“120”
急救车疾驰而来。

“孕37周，下腹痛3小时，来自管
控区，‘黄码’人员，核酸报告超过24
小时……”预检护士紧张地汇报着“黄
码”孕妇的情况。

“快，转运到缓冲观察室，让患者
平躺休息，即刻复测血压……”医疗团
队快速启动抢救流程，经检查，她被确
诊为妊娠合并亚临床甲减，对症治疗

后，孕妇情绪有所缓解，被转接至17
楼产科病房，做进一步观察治疗。22
时许，产妇经过自然分娩平安诞下一
名重3000克的男婴，母子平安。

“防疫抗疫与基本医疗并重不变，
医疗保健服务标准不变。”甘肃省妇幼
保健院院长仇杰说，在本轮疫情发生
的第一时间，该院疫情防控指挥部就
积极开展疫情研判。按照国家卫生健
康委“平疫结合”指导要求，在医院北
区独立设置缓冲诊疗区，专门接诊封
控管控区人员及非绿码患者。

一支由医师、技师、护师组成的医
疗救治团队很快就位，并连夜开辟出
近8000平方米的门诊、手术、病房区
域，确保达到人流、物流、空气流的院
感防控标准。同时紧急调集系统B超
等检查设备。

医院第一时间投身一线，支援全
市核酸采样和检测工作，进驻兰州新
区方舱医院，接管定点救治医院感控
管理和儿童重症监护病区救治工作，
执行入境人员筛查工作等，还要保障
群众正常诊疗服务……

同样，在疫情下做好透析患者等
特殊重点人群的医疗服务保障工作，
是甘肃省人民医院工作中的重要一
环。该院针对透析患者开辟就医绿色
通道，并安排医护人员在预检分诊处
点对点接送患者，尽全力服务好每一
位透析患者。不到半个月，肾内科血
液净化中心已为透析患者进行常规血
液透析治疗达近千人次。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浩介
绍，该省确定99家“非绿码”人员医疗
救治定点医院，全力保障“非绿码”人
员正常就医。甘肃省急救中心增设调
度座席，增加急救值守班次，全力保障

“120”急救通道畅通。

快速追“阳”，忙而不乱

7月7日，兰州市七里河区在对重
点人员例行核酸检测时发现异常，随
后立即对初筛阳性人员及密切接触者
就地集中隔离检测。

甘肃省疾控中心闻令而动，所有
疫情防控人员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共
16个党支部、112名党员第一时间投
身于抗疫工作中。

甘肃省疫情防控流调人员迅速
赶赴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支援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连夜开展基
因测序和抗原检测；省、市、区三级联
动，流调溯源、重点人群摸排管控、重
点场所监管、核酸检测等各项工作同
步启动。

“采样管送来了。”“好，抓紧开箱
录入，核对样品。时间紧张，大家快一
点，仔细一些，不要忙中出错。”大规模
核酸检测的现场忙而不乱。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甘肃工作组“举全省之力，支援兰州市
疫情防控工作”要求，甘肃省卫生健康
委从省级医院、省疾控中心和部分市
州抽调核酸检测专业技术人员 170
名、PCR仪50台、核酸提取仪25台，
支援兰州市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一次又一次的样品交接确认、一
批又一批的核酸提取、一波又一波的

扩增分析……核酸检测人员每天经历
长达12小时紧张有序的工作，为全员
快速筛查贡献力量。

党建引领，筑牢防线

7月19日晚，在兰州市雁北街道
大桥社区某花园小区，身挎“黄金
袋”、手拿“扫码枪”的夜行者们挨家挨
户执行“敲门行动”。甘肃省中医院
派出核酸采样队员300名，这是其中
一个支队。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甘肃省
中医院党组织举起一面旗帜，把党
员和群众带动起来、凝聚起来、组织
起来。该院先后抽调 700多名医护
人员，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

挺身而出、坚守岗位、无私奉
献……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无数党员、
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吃住在医院，
坚守在科室。

抗疫中，他们守护希望

退役军人
无偿献血

7 月 31 日，山东
省青岛市即墨区的退
役军人在献血车上献
血。在“八一”建军节
来临之际，即墨区百
余名退役军人开展了

“无偿献血·传递爱
心”活动。

梁孝鹏摄

河南公益科普进影院
示范单位揭牌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由河
南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电影局联合主
办的公益科普进影院示范单位揭牌仪
式在郑州市举行。

据了解，2021年12月，河南省科
协、电影局联合启动了公益科普进影
院活动，该省目前已有100多家影院
开展公益科普宣传活动。此次公益
科普进影院示范单位揭牌后，奥斯
卡好莱坞影投集团旗下28家影院的
225 个影厅将常态化开展公益科普
宣传。

辽宁再救助
1000名“两癌”患者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特约记
者郭睿琦）近日，辽宁省财政厅会同
省妇联下拨2022年低收入妇女“两
癌”救助补助资金1000万元，按照每
人 1 万元救助标准，对 1000 名“两
癌”（宫颈癌、乳腺癌）患病贫困妇女实
施救助。

据了解，自2017年以来，辽宁省
财政已投入“两癌”患病贫困妇女救助
资金8000万元，争取全国妇联及省妇
女儿童基金会投入2000万元，累计救
助1万名“两癌”患病贫困妇女。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
通讯员黄茜）近日，四川省卫生健
康委印发《四川省“十四五”血站
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规划》提出，加强应急献血
队伍建设，各市（州）至少建立
两支均不少于5日临床供血需求
人数的应急献血梯队，建立企
事业单位应急血液保障队伍，
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采
血能力；建立全省特殊血型血

液保障共享机制，扩大省级特殊血
型库。

《规划》明确，各级血站功能定位
特别是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难以覆盖
的县可根据需要，依托县办综合医院
规划设置1个中心血库。在各县（市、
区）人流量大的地段至少设立一个固
定采血点，并根据采血量动态调整采
血点数量和位置。在民族地区、偏远
地区加强储血点建设，统筹建设集中
化检测实验室，支持偏远地区、规模较

小的血站委托邻近血站开展血液标本
集中化检测。

《规划》提出，进一步完善全省血
液管理信息系统，系统要覆盖各级血
站和用血医疗机构，实现无偿献血信
息、血液库存、血液调配等及时更新、
共享应用和统一监管，精准开展血液
供应保障和应急调配。依托血液管理
信息化平台，强化质量安全管理和血
液调配的整合协作。

《规划》明确，加强血站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到2025年，血站卫生
技术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 75%
以上，本科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大
于 60%。持续发挥全省职称评
审中设置采供血相关专业的优
势，合理配置血站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队伍，确保与血站的功能和
任务相适应。加强输血医学学科
建设，建设四川省输血医学规范
化培训基地，针对性强化岗前培
训、在岗人员能力提升培训。

四川各市均要建应急献血梯队
到2025年，血站卫生技术人员应占职工总数的75%以上

有人冒充专家
骗老人

本报讯 （通讯员赵杰昌 特约
记者黎军）一男子冒充医院专家，以免
费看病拿药为名，骗取老两口 1000
元。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公安分局
破获了一起假冒名医诈骗案。

7月10日21时许，该区天星桥派
出所接到一求助电话：“警察同志，我
被骗了，快帮帮我！”“您别着急，我们
马上到。”值班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报警人称，她和老伴一起在小
区开了家超市，当天17时许，一名男
子走进超市，自称是某知名医院副院
长，可以免费给老人看病拿药。她听
后，就让此男子给自己的老伴检查
身体。

该男子有模有样地给老人把脉，
对老人嘘寒问暖，并告知老人不仅有
高血压，腰椎也有点问题。两位老人
觉得准极了，忙问怎么治疗。该男子
表示，要回医院帮老人拿“特效药”，保
证药到病除，给1000元药费就行。该
男子还把自己的眼镜抵押给老人，等
他拿药过来再取回眼镜。这样一番操
作下来，两位老人对这位“副院长”深
信不疑。当即给了对方1000元，用于
购买所谓的“特效药”。

因没有留下联系方式，两位老人
一直等到了 21时还没有等到“副院
长”送来的药品。这时他们才意识到
被骗了，随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立即调取现场周边监控，通
过追查监控，锁定嫌疑人的身份，于7
月17日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该嫌
疑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诈骗的犯罪事
实。他交代，他对治病一窍不通，而老
年人身体都会有点“小毛病”，他就谎
称自己是医院副院长，专门针对老年
人实施诈骗。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
被治安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浙江余姚完成
首批村医定向招生

本报讯 （通讯员俞玲玲 特约
记者俞欣）近日，浙江省余姚市首批村
级全科医生定向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今年6月，余姚政府网发布2022
年定向培养20名村级全科医生招生
（招聘）公告。招生对象为户籍在余姚
市，当年报考普通高校，有意为乡村医
疗事业服务，与市卫生健康部门签订
定向培养就业协议的学生。定向培养
工作由杭州医学院承担。招生公告一
经发布，引起许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
生源远超预期。

余姚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按每个村卫生室至少一名乡村
医生的配置标准，今后几年，余姚将
新增200多名有编制的村卫生室医护
人员，并通过定向培养和定向招聘等
途径充实村卫生室医护力量。8月，
该市还将针对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的
医生进行定向招聘。力争到2025年
年底，实现全市所有行政村卫生服务
覆盖率达100%，村卫生室规范化率
达100%。

据悉，目前，余姚市村卫生室逐步
由原有的“村办院管”转变为“院办院
管”模式，即由乡镇（街道）政府举办。
新增的乡村医生，编制在属地乡镇卫
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增加的事业
编制数中统筹，人员经费由市财政全
额保障。

北京怀柔给基层
配智能查验设备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建国 通
讯员刘思思 鲍荣花）“嘀！健康码绿
码，体温36.6摄氏度，核酸3天、阴性，
疫苗已接种第三针。”在北京市怀柔区
长哨营满族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检
分诊处，前来就诊的崔大爷站在屏幕
前，将身份证贴在机器上，屏幕就显示
出了体温、健康码、行程码、核酸检测
结果和疫苗接种情况。

近日，长哨营满族乡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新安装了一台“核验全能小助
手”——立柱式人脸测温一体机，替代
了原来人工查验。这既提高了查验效
率，保证了信息的准确度，又极大程度
地方便了老年人就诊，进一步提升了
患者满意度。

“崔大爷，您的核酸检测结果已经
三天了，记得及时去做核酸，不然影响
日常出行了。”在预检分诊值守的志愿
者查看了机器上显示的信息，提醒崔
大爷进行核酸检测。

“唉，年龄大了，眼也花了，又不太
会用智能手机，平常来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看病都得志愿者帮我操作，给大
家添了不少麻烦。现在省事儿多了，
刷一下身份证就什么都能看见了。”崔
大爷说。

据了解，怀柔区卫生健康委为辖
区1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配备
了“立柱式人脸测温一体机”，通过“人
防”“技防”并用，不仅有效降低了医护
人员的防疫负担，同时还可以避免人
工测温验码而导致人员滞留，进而耽
误就诊或增加交叉感染风险，提升了
疫情防控质量与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