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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杜丽娜 董菊
特约记者 沈大雷

当前，江苏省的新冠疫情感
染高峰呈现下降曲线，但重症、危
重症患者以及亚重症患者的救治
任务仍然艰巨。

因新冠病毒感染引发肺炎，
却住进了口腔科、眼科、肿瘤科、
放疗科等看起来并不“对口”的科
室，保障好“错科”住院患者的医
疗质量及安全，对医院来说是不
小的考验。

为解决患者“错科”住院带来

的救治难题，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打破专科布局，

“应收尽收”，建立“1+X+N”收治分流
模式，通过巡诊网络将127个病区包
干到人，有效保障了诊疗质量。

江苏省人民医院医务处处长朱宏
介绍，2022年12月，该院在保证危重
患者救治和急诊抢救手术的前提下，
停掉所有择期手术，安排达到出院标
准的患者尽快出院，有了2500张左右
的空床储备。“最严重时，医院急诊一
天就收治了 150 名重症、危重症患
者。”朱宏说，空床储备让医院有了“应
收尽收”的底气，扛住了第一波感染高
峰的冲击。

随即，该院打破原有专科布局限
制，建立“急诊—呼吸、ICU、感染—全
院各专科”的“1+X+N”收治分流模式，
统筹急诊医学中心、感染病科、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重症监护等科室力量，
集中收治新冠感染危重症患者，将重症
及亚重症患者分流到一般科室。

“医院对全院医生进行新冠诊疗
培训，在感染高峰来临前也进行了紧
急加强培训。”呼吸与危重医学科主治
医师丁文秋告诉记者，该院还建立分区
巡诊制，由医务处牵头组织感染科、呼
吸科、急诊医学科、各ICU主治及以上
医师，为全院127个病区建立起新冠感
染患者专科巡诊网络，每位医师包干

2～3个病区，点对点负责对接病区新
冠感染诊疗培训、指导、会诊工作。

同时，该院组织专家建立危重症
患者高级专家巡诊队伍，分片区包干
巡诊，给出专业指导意见。“这样的巡
诊模式织密了患者诊疗安全网络，有
效保障了诊疗质量。”朱宏表示。

“大量患者涌入医院，各 ICU的
床位很快就住满了，一些病情较重的
患者只能住到普通病房。”该院老年
ICU主任周苏明说，危重症患者高级
专家巡诊队伍，重点关注这部分患者，
一旦发现患者病情加重将及时安排转
入ICU。

近一段时间，该院急诊接诊人数

在下降，部分重症患者也陆续
出院，但医院又要开始应对新
的挑战。

“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人
口流动规模大、频次高，会给疫情
防控带来新的挑战。”朱宏说，针
对年后可能出现的第二波感染高
峰，医院已经成立预备队，做好预
案，对如何分流基层上转来的患
者也画好了路线图。

“春节期间，除了正常值班人
员外，我们向全院职工发出动员，
确保20%医生留守南京，参与全
院调配，全力守好‘春节档’。”朱
宏说。

包干到人，“隔科”看病不“隔山”

□通讯员 杨蕾
特约记者 刘翔 许文辉

“你赶快派人把重症的床推
回来，这边有重症患者等着用呢，
特殊时期，咱们不能按常规交
接。”山西白求恩医院重症医学科
（ICU）护士长武文静语气急迫地
和对方说着。挂了电话后，她又
叮嘱专人尽快和科室完成病床交
接。“现在的工作节奏太快，说话
有点急，大家也都理解。”

近日，记者探访山西白求恩

医院 ICU病房。医疗设备发出此起
彼伏的“嘀嘀”声，多数患者在呼吸机
的辅助下呼吸，病房里偶有剧烈而艰
难的咳嗽声响起。医护人员或步履匆
忙地穿梭在病区，备药、整理器械；或
守在患者床旁，检查生命体征、调整呼
吸机参数、调整补液速度，为患者翻
身、排痰……

统计数据显示，自2022年12月7
日以来，该院急诊及发热门诊接诊近
9000人次。当前，医院正面临日均
400～500名急诊感染患者就诊，其中
不少属于重症。

“我们已经把ICU床位从30张扩

至54张，医院增派6名医生、60名护
士来支援。”山西白求恩医院 ICU主
任武卫东介绍，该科室患者平均年龄
在80岁以上且合并症较多，平均住院
日较长。

武文静看到在转运床上等待病床
的患者，不由得焦急万分、语速加快。

“为争分夺秒救治患者，我们每个人、
每个环节都在超常规、满负荷运转，一
张张病床在各科协同承压下有序流
转。”武文静说。

记者离开ICU病房时，保洁人员
已将被送回的病床进行清洁消杀，六
七个护士齐心协力，将患者平托至病

床，更换病号服、监测生命体征、填写
患者信息……又是一番忙碌。

作为迎战重症高峰的第一道关
口，急诊科更早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接诊
压力。山西白求恩医院急诊内科副主
任刘宏轩介绍，起初接诊的患者多有发
烧、咳嗽、气喘等症状，“这几天，从各
市、县转来的重症患者明显增多”。

为缓解急诊科压力，医院将急诊
内科和急诊外科床位合并，扩增固定
床位；将发热门诊留观床位和感染病
科床位作为急诊机动床位；在急诊原
有人员基础上，全院随时调拨人力支
援；医务部、护理部成立专班驻扎急

诊，24小时排班值班。
“医院统筹资源，放开所有临

床科室收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保证重症患者第一时间救治，所
有患者应收尽收。”该院副院长刘
先胜说。

该院医务部部长刘师伟介
绍，为了加快医院急诊患者分流
与调度，医务部成立新冠病毒感
染患者急诊分流救治工作专班，
所有科室打通专业，确保所有重
症患者得到救治。

为了减少急危重症患者等待
入院时间，减少急危重患者发生
率和死亡率，提高床位周转率，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肩负起全院会
诊的责任，对其他科室的新冠病
毒感染治疗方案进行指导，形成
由点到面的快速辐射，加快全院
新冠病人的及时收治。

“大家都不敢有一丝的松懈，
唯有用尽全力，共克时艰。”呼吸
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魏双说。

每个人都在超常规满负荷运转

我国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将升至88%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记
者刘诗平）水利部部长李国英1月16
日在2023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上表
示，今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提
升至88%，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
人口比例将达到57%。

李国英说，2023年将加强农村水
利建设，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加
快解决农业农村发展迫切、农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涉水问题。

在强化农村供水保障方面，因地
制宜完善农村供水工程网络，积极推
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供水规模化
建设及小型工程规范化改造。实施水
质提升专项行动，推动优质水源置换，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净化消毒设施设备
配置率达到 75%，强化水质检测监
测，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水质保障体
系，加强农村供水工程标准化管理。
健全农村供水问题排查监测和动态清
零机制，坚决守住农村供水安全底线。

在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方面，积
极推进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
改造，加快安徽怀洪新河、江西梅江、
广西龙云、海南牛路岭等灌区建设进
度，开工建设黑龙江三江平原、四川向
家坝一期二步、广西下六甲、云南腾冲
等大型灌区。加强灌区标准化现代化
管理，持续推进数字孪生灌区建设。
统筹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
灌排体系建设，提高灌排工程运行管
护水平和服务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水
利基础和保障。

据水利部统计，2022年全国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7%，农村规模化
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56%。开工实施了 529处大中型灌
区建设和改造项目，完成了 124 座
大中型水库、6082座小型水库除险
加固。

有序出行

1 月 17 日，福建
福州，家长带着小孩
前往福州火车站候车
厅。春节临近，福州
火车站客流增多。

张斌摄

深圳拟发育儿补贴
生三孩可领1.9万元

本报讯 （通讯员潘成均 特约
记者朱琳）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卫生健
康委发布《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明确按照夫妻生育子
女的数量，采取以下发放方式：一是生
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
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
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
3周岁。二是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
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
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
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三是生
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
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
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
满3周岁。

据悉，补贴对象要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一是符合《广东省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规定生育子女并办理生育
登记。二是夫妻双方或者一方具有
深圳市户籍，且该对夫妻所生育的
子女已在深圳市公安部门办理户籍
登记。

涉嫌使用过期药品

一卫生所被立案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刘
娅杨 卫宽）近日，河南省许昌市市
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开展涉
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
动过程中，查处了一起涉嫌使用劣药
违法案件。

2022年12月25日，执法人员接
到举报，称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某
卫生所涉嫌使用过期的小儿咳喘灵
颗粒等药品。执法人员立即前往检
查。在该卫生所一个无门牌的房间
内，执法人员发现小儿氨酚黄那敏
颗粒、小儿咳喘灵颗粒等8种，共计
780袋（盒）超过有效期的药品。其
中，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等 4 种药
品为非正规渠道购进，且该 4 种药
品都用日期喷码器更改了药品有
效期。

同时，在该卫生所“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室”内，执法人员现场提取了该卫
生所开具的部分处方，处方中开具有
上述小儿咳喘灵等药品。

执法人员现场对证据进行了固
定，对涉案过期药品采取了扣押强制
措施，并于当天对该卫生所涉嫌使用
劣药的违法行为立案。目前，该案正
在调查中。

贵州全力保障
老年人就医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晔近日从贵
州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该省已对全省
430多万名65岁以上常住老年人进
行摸底排查，对重点、次重点人群以及
一般人群，建立“红、黄、绿”3个类别
的健康档案，落实分级分类管理。

贵州省对风险相对较高的老年人
进行专案管理，实行村（社区）工作人
员和医务人员的“二对一”服务。该省
充分发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及农
村基层组织作用，村支“两委”、包村干
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以及广大
农村党员，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医
务人员共同点对点联系到户、到人，做
好重点人群管理和健康指导，帮助农
村重症患者联系上级医院，及时转
诊。同时，该省为133万名重点和次
重点人群免费发放了“防疫健康包”。

贵州省还通过网格化布局的医联
体，将所有老年人纳入管理范围。医
联体牵头医院通过派驻专业人员驻点
诊疗等方式，帮助基层提升对老年人
的重症早期识别和快速处置能力；为
老年重症患者建立绿色通道，患者病
情一旦变化，直接转诊到三级医院。

新疆开展涉疫药品
稳价保质专项行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邢靓 夏莉
涓 通讯员居来提·肖开提）近日，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
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稳价保质专项行
动领导小组。今年1至6月，该局将
组织在全疆开展涉疫药品和医疗用品
稳价保质专项行动。

据了解，新疆市场监管局将从严从
快查处哄抬价格、囤积居奇、虚假宣传、
虚假违法广告、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

自2022年疫情防控措施优化以
来，新疆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涉疫物
资价格和竞争秩序重点检查，严厉打
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累
计出动执法人员4390人次，检查经营
主体11093户次，责令整改问题100
个，对相关经营者开展提醒告诫2651
家次，行政约谈指导213家次。目前，
新疆涉疫物资价格未发生异常波动。

（上接第1版）
关口前移的理念在基层早已生

根。大荔县妇幼保健院党总支书记张
艳介绍，该院通过摸底，掌握了预产期
在 1月、2月的孕妇信息，预留了床
位。政策调整后，医院按照阳性孕产
妇、“阳康”孕产妇、危重孕产妇及普通
孕产妇等类别，对全县危重和孕37周
以上的孕产妇实施“专人专案”管理，
确保提前做好个性化分娩方案和产后
处置方案。

支起大锅熬汤药

大荔县中医医院的南侧，“新冠康
复门诊”标识醒目。1月13日下午3
时，有不少人前来咨询。

“我已经转阴了，最近总是咳嗽，
还有痰，有五六天了。”家住大荔县城
关镇三合前巷的患者老张，对坐诊医
生程庆说。程庆先号脉，又看了看老
张的舌苔，写下一张药方。

“感染高峰期已过，前来就诊的患
者中，大部分是恢复期出现咳嗽、气
短、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的。”程庆

说，该院以国家最新诊疗方案中的经
方作为基础方，对新冠感染恢复期患
者辨证施治，开具处方。“随访发现，熬
制的中药汤剂在改善临床症状方面效
果明显。”

大荔县中医医院的“新冠康复门
诊”以前是发热隔离处。该院院长张
辉介绍，去年12月中旬，新冠病毒感
染患者激增，想到患者后期有康复服
务需求，医院将此区域就地转换成“新
冠康复门诊”。这里可开展艾灸、穴位
贴敷、拔罐、中医汤药等中医药适宜技
术，为群众提供更贴合实际的医疗服
务。“有些康复期患者就是来开药，不
必走挂号等流程。”张辉说。

中药房内，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
厚厚的药单。5名药剂师对照单子，
拿着小秤盘称量各种药材，配齐后放
在黄皮纸上。一阵娴熟的“上下翻飞”
后，一份药就打包好了。在煎药室，支
起来的六口煎药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儿，飘出一股股中药香。

疫情高峰期药品短缺，中药汤剂
成为有力补充。张辉说，根据县卫生
健康局部署，医院制定了退烧方、止咳
方、新冠预防方以及综合提升免疫力

的方子。医院一方面熬制汤剂提供给
患者；另一方面将配制好的药材配送
至全县301个行政村（社区），由乡镇
卫生院中医馆熬制包装后分发给村
民。“为了应对农村地区的第二波疫
情，我们积极采购供全县使用3个月
的中药饮片。”张辉底气十足地说。

像串门一样做随访

县城里，已然一派过年的气象。
饭馆老板在店外贴上“财源滚滚”的春
联，赶集的村民们到牛羊肉店、瓜果糖
店置办年货，小朋友站在鞭炮摊前久
久不愿离去。

大荔县许庄镇黄家村卫生室村医
王永峰不仅憧憬着新春，还要保障
2639名村民过个好年。他和老伴王
亚莲，以及儿子和儿媳妇，一家四口4
名村医，共同守护着村民健康。

1月13日这天，记者跟随王亚莲
到一位老人家中随访。老人今年82
岁，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而且腿脚不
便，王亚莲平时就像串门一样，没事就
来看看她。王亚莲先是测量老人的血
压，再测了一下血氧饱和度。“没事，一
切都好，放心过年！”王亚莲说道。老人
把健康包里的体温计、口罩、退烧药、抗
病毒颗粒等分摊在床上，向记者展示
着：“这都是政府给我们老人发的。”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重点
人群的健康监测。”王亚莲说，重点人群
被分成3类，红色人群代表80岁以上、
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以及因为有禁
忌证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黄色人群
代表65岁以上、有基础疾病但病情稳
定的患者；绿色人群代表重点关注的
孕产妇和儿童。对于每种类别的人
群，一星期分别随访3次、2次、1次。

“对于红色人群和黄色人群，乡镇
卫生院的家医团队会配合村医入户随
访。”大荔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朱新潮介
绍，目前，全县共有重点人群 16309
人、次重点人群19483人、一般人群
70496人，健康管理已经开展起来。
此外，全县26家乡镇卫生院、272家
村卫生室，共计684人的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团队，成立巡诊小分队，通过微
信、电话、短信等方式，指导居民开展
自我管理与个人防护。

当了36年村医的王永峰现在自
称“领导”——领导着3位家人，老伴
负责扎针输液，儿媳负责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儿子到县医院进修了两
年。“儿子学历比我高，以后就是他来
接班了，肯定能行。”说这话时，王永峰
满是骄傲。

王永峰给记者展示了印有全家福
照片的日历，日历上印着两行字——

“脱贫脱单不脱发，加薪加餐不加
班”。这或许是他最朴实的心愿。

关中平原的“健康经”

关注新冠感染救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