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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为山东
省近40年来唯一获批新建的省属大
型三级甲等综合医院。

近年来，医院持续优化诊疗流程，
强化互联网诊疗资源供给，积极做好
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加强健康知
识普及力度，科学稳妥推进各项工作，
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驾
护航。

优化流程
让就医更安心

为确保各项工作调度有序，医院
党委书记周连顺、院长王强牵头做好
领导干部24小时带班及总值班24小

时在岗工作。
医院持续优化门急诊就诊流程，

门诊部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调整预检分
诊工作流程，严格执行首诊负责制和
急危重症抢救制度，本着“生命至上”
的原则，畅通急诊急救“绿色通道”，优
先保障急危重症患者救治，并全力做
好线下就医保障工作。

同时，医院门诊做好各种应急预
案，统一调配门诊医疗资源，各部门、
科室通力合作，保障门诊诊疗服务的
正常运转，共同守护区域百姓的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医院合理规划发热门诊，满足群
众就诊需求。为应对近日发热门诊接
诊量大幅上升的情况，医院强化运行
机制建设，通过扩增发热诊室数量，建

立发热门诊人员储备名单，全力满足
群众的就医需求。

“医”路畅通
让急危重症救治更及时

近日，社会面新冠感染人数不断
增加，加之烟台连续迎来两场大雪，气
温突降，急诊科患者骤增，急危重症患
者数量直线攀升，医疗救治工作面临
着重重挑战。

为做好急危重症患者的医疗保障
工作，医院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24
小时在线，医务处、门诊部、护理部、院
感办等多部门联合办公，全面调度，从
流程管理、人力调配、应急处置、药品

保障、物资供应、环境消杀等方面通力
配合，扩充急危重症患者救治资源，为
患者特别是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打开

“绿色通道”，实现急危重症患者“应收
尽收”。

与此同时，医院专家团队充分发
挥智慧与力量，“一病例、一方案”做好
急危重症患者的专业化救治工作，为
患者带去康复的希望。

互联网医院
让诊疗更方便

2019年1月，经山东省卫生健康
委正式批准，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
院获批互联网医院《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加挂“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
院互联网医院”名称，成为区域首家取
得互联网医院资质的医疗机构。

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医院充分
发挥互联网医院优势，大力开展互联
网诊疗，完善线上咨询、线上问诊、线
上处方、药品配送、线上检查、检验等
功能，实现线上与线下诊疗一体化。

为应对本轮疫情，互联网医院充
分发挥相应功能，在科学分流患者，降
低交叉感染风险，方便人民群众获得
健康咨询、就医指导、用药指导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患者只需要在手机
上关注“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服
务号”，进入诊疗服务“线上就医”界
面，就可以享受在线咨询、在线图文问
诊及开药服务。

科普宣教
让健康促进更进一步

医院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在
全力做好现阶段新冠感染患者救治工
作的同时，主动面向社会开展科普宣
教工作，在推动全民科学防疫和科学
康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聚焦患者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滨
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融媒体中心第
一时间连续推出“防疫专题”科普短视
频34个，并与合作媒体联合发起专题
科普直播3期，邀请专家做客直播间，
与在线网友互动答疑。截至目前，科
普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2万人次。

新形势、新使命、新征程。在医院
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滨医烟台附院人
将坚定“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崇
高信念，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守
护区域百姓生命健康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黄瑾）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坚实防线

□通讯员 杜丽娜
特约记者 沈大雷

“拖着仿佛被拖拉机压过的
身体值大夜，浑身滚烫得喘不上
气，但周围的兄弟姐妹全都是带
症上班，我知道，没有什么是能打
倒我们的……”2022年 12月 20
日 21时 45分，江苏省人民医院
展翘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这个
1994年出生的职场新兵，主动请
缨回感染科支援发热门诊。其
实，咬着牙坚持的，不只是这个刚
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小姑娘。

“最大的困难是
不断有医务人员感
染，而患者却不断地
涌入”

焦虑的患者等在抢救室门
前，广播里喊着“某某的家属请
到谈话室”；有患者家属拿着分
级三级的挂号单，焦急地越过复
诊队伍；坐在急诊诊台前，医生
边问诊边忍不住地咳嗽……这
是凌晨 4时的江苏省人民医院
抢救室，虽然已经有所准备，但

“新十条”发布后的第一波感染潮，比
预想来得更猛，也更早。

“最大的困难是不断有医务人
员感染，而患者却不断地涌入。”江
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中心主任陈
旭锋说。

抢救室原本人手充足，两位主任
各自领衔1个医疗组，每组有8名到
10名年轻医师。眼下工作量比平时
至少增加1/3，但团队减员却超过一
半，总数只能维持在10人左右，在岗
的也几乎都是轻症阳性患者。特别是
夜班，人手减少，却要照顾40多位急
危重症患者。

与抢救室隔门相望的急诊黄区诊
室，连续不断有二级（需10分钟内处
理）、三级（需半小时内处理）患者涌
入，一个班6小时左右，最多的时候需
要照应四五十个病情紧急的二、三级
患者，导致普通四级患者等待时间延
长很多。

“他明显是容易发
展成重症的高危人群，
妥善处理才能减少 ICU
的压力”

江苏省人民医院发热门诊位于
1号楼的西侧，由感染病科实施属地

化管理，此前主要对发热患者、有流
行病学史的患者进行收治和留观，

“以前每天看诊二十个左右，现在一
下翻了十几二十倍。”感染科主任朱
传龙说。

在更早之前，发热门诊就在为这
场硬仗做准备。科室统筹、优化医护
力量安排，在发热门诊二楼、三楼拓展
出了90张床位，感染科ICU也清空了
病房，11张床位全部用于收治新冠危
重症患者。这些床位瞬间满员，但医
护人员却在不断减员。

“科里七八成医护人员都阳了，症
状实在重的才请假，其他人都在坚持
上班，我更要挺住。”哑着嗓子的朱传
龙同样是感染者，每天要接打百通电
话，半夜还在为一名90岁高烧老人协
调床位，“他明显是容易发展成重症的
高危人群，妥善处理才能减少ICU的
压力”。

感染科轮转在外的展翘，12月19
日上完老年呼吸科的最后一班，立刻
到感染科 ICU报到，也是在当天，展
翘发现自己“阳”了。“我们那一班2名
医生、4名护士，只有1人暂时阴性但
也有了前期症状。”展翘说，当天，9位
患者中有5位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忙
完患者的治疗工作，展翘浑身酸痛感
愈加强烈，“每走一步都要用尽全力，
但为了患者要坚持下去。”

“第一周很难熬，但
我们相信，春天的第一缕
阳光已经在路上”

ICU科室主任曹权从新疆抗疫归
来后就没有离开过岗位，即使感染了
新冠病毒，也一直奋战在一线。“科里
19位医生，目前9人在岗，6人是带病
上班。”曹权说，面对人手短缺的困境，
ICU的护士们也靠着一股劲硬扛了下
来。ICU护士中，感染新冠病毒的有
73人，加上9人病产假不能来上班，
未被感染的24人从 16日至 22日一
直在上班。而生病后，休息了一两天
就返岗的护士有20多人。护士长周
晶在接到要收治3名阳性患者的任务
后，立即从家赶到科室，上完夜班后高
热不退。

“一名护士病倒了，另一名护士顶
上。有很多护士吃完退烧药继续上班，
有人刚刚上完早班又继续上夜班。”护
士长柳莹说。

科室收治有阳性患者，也有未感
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为了保证患者不
发生院内感染，还未康复的护士均是
二级防护。ICU有 70%的护士参加
过武汉抗疫，那一段难忘的经历至今

仍然历历在目。当下面临的挑战
与困难，并不弱于当时。柳莹把
当年按满了红指印的请战书照片
再次发给同事看，“那时候大家一
点点克服恐惧，坚持到最后，这
次，我们也一定可以”。

也是在各方的坚守和支持
下，江苏省人民医院在本轮疫情
冲击中一点点找回往日的节奏。

“急诊观察室、一病区、二病区战
略性收缩，患者只出不进，医护力
量尽快抽调至急诊一线加强，尽
快全力支援一线的兄弟姐妹。”急
诊EICU是目前全科全力保障的
住院单元，按照主任陈旭锋的要
求，EICU全力保障创伤、卒中、
中毒等急诊绿色通道救治的重症
患者的后续诊疗，大家带病上岗，
仍须尽力保证重症患者应收尽
收，保证阴性患者不被感染。

各个科室在减员严重的情况
下，依然尽最大努力匀出人手支
援发热门诊。第一波“阳过”的医
护人员在逐渐返岗，在岗人员名
单越来越长。

“我们都是怀抱最美好的愿
景，怀着最坚强的信念，坚持再坚
持。”曹权说，“第一周很难熬，但
我们相信，春天的第一缕阳光已
经在路上。”

“这次，我们也一定可以”

□本报记者 李季

不久前的一天早上，寒风呼
啸，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巴集乡
段寨行政村卫生室的村医段鹏背
着小药箱来到村民段居梅的家
里。“我刚从外地打工回来，本以
为这回发烧咳嗽只能硬扛过去，
没想到段医生听说我生病后直接
送药上门，真中！”45岁的段居梅
激动地说。

周口市是千万人口大市，老
年人等重点人群数量多，基层医
疗条件薄弱，加上春节前外出务
工人员大规模返乡，医疗卫生服
务工作面临巨大压力。对此，周
口市先后紧急采购33万元布洛
芬片，免费向市民群众发放；全面
加强发热门诊、重症救治力量配
备，强化医护人员培训，持续提高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市
域一体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作
用，有序推行分级诊疗；发布新冠
中药推荐方剂，满足群众的需求。

同时，周口市全面开展网上
诊疗服务。周口市中心医院医联
体工作服务部主任张小虎介绍，
该院每天抽调专家和药师团队免
费为群众提供网上问诊、用药咨
询服务，开通新冠治疗方、预防方
线上购药功能，提供药品配送到
家服务。同时，还利用手机客户
端宣传新冠预防、感染治疗、预后
康复等防治知识。

“村医送药上门，
真中！”

□本报记者 阎红 邹欣芮

疫情防控的每一天，都是对辽沈
地区广大医护人员的新考验。

辽宁省沈阳市儿童医院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简化就诊手续。医院
发热门诊 24小时开诊，确保急诊患

者应收尽收，门诊科室全部开放，
增加重症病床，保障沈城儿童的就
医需求。该院各门诊诊疗区域均设
置“阳性”和“阴性”患者就诊区，及
时收治患者。

呼吸科是新冠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的主阵地，随着患者人数剧增，
危重症患者不断增加。沈阳市红十

字会医院呼吸科 19 张床位持续爆
满。对此，该科 20名医护人员加班
加点。在呼吸科主任孙立军的带领
下，虽工作量激增，但诊疗工作仍有
序进行。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人数激
增，褚燕副主任医师肩负起发热门
诊会诊的工作，平均每天会诊人数
是平时的3倍。从早上8时到晚上8

时，褚燕的身影一直在院内穿
梭忙碌。

30多 位 患 者 ，20 台 呼 吸
机……连日来，大连大学附属中
山医院急诊 ICU持续高负荷运
转，医护人员虽然相继感染新冠
病毒，但他们咬牙坚持，每个人
的工作量都是平常工作量的 3
倍。高烧在家的护士长王迎莉
忍着喉咙剧痛给各组长开电话
会议，协调各组可调用的人员，
保证科室正常运转。护士喻爽
一直在管理两名俯卧位患者。
累得走路一歪一扭的她说：“不能
休啊，患者更需要我。”

大家心里想的都是患者

青海上线
防疫药品投放平台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列）近日，
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京东健康
上线防疫药品精准投放平台，面向省
内新冠病毒感染者定向投放50万盒
连花清瘟胶囊、35万只N95口罩等防
疫物资。

青海用户可登录京东App，搜索
“青海防疫”进入防疫药品精准投放平
台，点击“上传个人信息”完成实名认
证后，上传抗原或核酸检测阳性报告，
审核通过后即可在线购买相关药品和
防疫物资。本次定向投放的防疫物资
均以平价现货方式销售。

河北大学附院
开设新冠康复门诊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健 肖建
军）1月2日，河北大学附属医院新冠
病毒感染康复门诊和新冠感染中医门
诊开诊。新冠病毒感染康复门诊由该
院康复医学科承担接诊工作。该科主
任崔彩虹介绍，门诊将根据患者不同
情况选用中医针灸、拔罐、放血、穴位
贴敷等多种疗法。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殷小
平表示，新冠病毒感染者康复应通
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一方面发挥西
医西药作用，科学规范用药；另一方
面发挥好、运用好传统中医中药调
理优势，再结合现代康复医学治疗，
以实现有效改善症状，增强体质，提
高免疫力。

北京大兴启用
非急危重症热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戴京琦 通
讯员刘碧野）近日，为防止“120”急
救热线被非紧急电话挤占，北京市大
兴区启用“非急危重症热线”，协调属
地搭建爱心车队热线，将有就诊需
求的老年人及时转运至各医疗救治
网点。

据悉，大兴区除新冠病毒感染者
转运专班就地转化为非急危重症专
班外，“非急危重症热线”与区“120”
急救中心合署办公，全力协助市级
调度调配院前急救车组和56台镇街
爱心车辆，高效分流、双向调整急救
和非急救任务。多日以来，全区院
前急救、社会转运工作24小时“不掉
线”，为保障生命线的畅通提供了有
力保障。

“韩红爱心”捐赠
30辆救护车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雪 张楠
夏莉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举行“韩红爱心 急速抢救”捐
赠救护车项目仪式。仪式结束后，30
辆救护车分发给受赠的库车、阿克苏、
和田等14个县市的乡镇卫生院，用于
日常接诊救护工作。

捐赠仪式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伊尔扎提·扎达向
韩红女士及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表示感谢，并希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
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装备条件与医
疗卫生环境，提高农村急诊急救水平，
满足和方便居民看病就医需要，充分
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作用。

创新救治机制

1月3日，位于湖南
长沙的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 ICU 的医护人员正
在医治患者。该院继开
放全院 ICU 收治危重
患者后，又开放了所有
内科病房收治重症和次
重症患者。同时，还成
立了院内专家组，指导
各个 ICU 的重症患者
救治，对全院住院患者
进行筛查，及早发现潜
在危重症患者。

杨华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