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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慧病房”“智慧工地”“智慧
后勤管理”……2021年，河南科技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河科大一附
院”）后勤系统始终坚持“一切以患者为
中心”的宗旨，努力营造高水平的服务
质量及整洁优美的就医环境，在后勤管
理高质量发展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建立“5G智慧病房”，提
升患者就医体验

患者躺在病床上就能检测出心
率；特殊患者离床过久，护士就会收
到提醒……如今，在河科大一附院的
病房内，这些智慧场景得以应用，医
护人员可以更快速、更准确、更全面
地关注患者情况，为患者提供更加高
效、贴心的护理服务。

据医院副院长牛牧青介绍，在
“5G智慧病房”内，患者住院期间的病
情信息会在智慧交互床头屏、病房门
口屏、走廊悬挂屏、护士站大屏等多个
智能终端互联互通，实现病房护理全
场景闭环管理。

“5G智慧病房”还实现了非接触
式生命体征的实时监测。医院在病床
床垫下设置传感器，能自动采集并传
输患者生命体征、离床时间等数据，就

连患者的睡眠质量医生也能获知。
2021年，河科大一附院利用大数

据、物联网、5G高速网络“牵线”，将病
区护士站、走廊、病房等各个区域通过
智能终端连接，医生、护士随时能够

“掌控”患者的病情。
目前，河科大一附院的“5G智慧

病房”“5G+全院人脸识别”“全院一卡
通”等系统已投入使用，持续提升医院
高质量管理效率和患者就医体验。

“智慧工地”让项目建设
更有“科技范儿”

“今日天气晴朗，东北风3~4级，
请塔吊工作人员注意风力影响……”
这不是天气预报的现场，而是河南科
技大学肿瘤医院（洛阳肿瘤医院）“智
慧工地”现场。

据悉，河南科技大学肿瘤医院（洛
阳肿瘤医院）是由洛阳市人民政府、河
南科技大学及河科大一附院共同打造
的肿瘤医教研协同平台。“智慧工地”现
场采用智慧化管理平台，施工进度、施
工现场状况等，都可以通过BIM系统
展示在管理平台上，通过智慧化工地操
作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掌握工地实时人
数、塔吊单日总吊次、本月影响工期天
气数、工程完成情况等信息，足不出户
就能对工地施工状况进行管理。

“智慧工地”将更多人工智能、传
感技术、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植入”建
筑、机械、人员穿戴设施、场地进出关
口等各类物体中，并且被普遍互联，形
成“物联”，再通过“5G+网络”，实现工
程管理系统与工程施工现场的整合。

智慧化的安全生产系统，把“安
全”二字“烙”在工人心中，每一位入场
的工作人员都佩戴了装置有芯片的智
能安全帽，每一位工人的活动轨迹，都

可以进行实时管理。借助便携式领边
防护系统，施工人员在施工现场重点
临边洞口处放置内置太阳能板和扬
声器的便携式临边防护设备，当有人
靠近时，通过声光报警方式提醒，避
免人员坠落等事故发生，同时，报警
信息也会实时传回“BIM+智慧工地”
指挥中心。

“智慧工地”为医院建设插上“智
能翅膀”，也对“智慧工地”系统引进、
后期智慧医院建设方面，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智慧医院下的智慧服务、智
慧医疗、智慧管理，都为后期智慧医院
建设奠定基础。

助力疫情防控，做好防
汛应急措施

2021年8月以来，全国各地疫情

防控形势严峻，河科大一附院做核酸
检测的人数也呈“爆发式”增长。医院
快速响应，通过增设采样点、网上预约
等方式有效应对，仅8月1日至3日就
完成3万人次的核酸检测。

在这巨大的工作量的背后，不仅
有一线医护人员的付出，还有一批

“幕后英雄”，他们是医院后勤保障等
人员。他们的辛勤付出，为一线医
护人员和市民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确保疫情防控、核酸检测等工作顺利
开展。

租借并连夜搭建45顶遮阳帐篷，
设置核酸检测隔离带和警戒线，供应
冰块，增设疫情防控岗，每天指定专人
对医院、各楼入口、核酸检测点进行至
少三次督导……后勤保障人员的工作
也十分忙碌，为的就是守护一方百姓
的健康。

2021年7月，河南省出现罕见持
续强降水天气过程，洛阳普降暴雨，

这群“幕后英雄”又冲在了前面。医
院立即在后勤保障系统与第三方服务
单位——龙祥物业公司中抽调精兵
强，将组成应急小组，并编写应急预
案，进行应急演练，积极储备防水沙
袋、防水布、抽水机、发电机等抗洪
应急物资。

长期以来，河科大一附院后勤保
障系统与第三方服务单位共同致力于
构建医院后勤管理的智慧型、高质量
发展新模式。医院围绕发展大局，不
断加大创新力度，推进后勤管理高质
量发展，使后勤管理的各项工作更加
高效、规范，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

（谢雅敏 郭强）

打造智慧后勤 为医院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谢文博 郭蕾

贴上“Beijing 2022”字样和冬
奥会图像标识，50辆救护车开启了冬
奥保障的旅程。北京急救中心保障队
员迎着风雪实地演练，为做好北京冬
奥会医疗保障时刻准备着。

做最充足的准备

为做好冬奥会相关人员的救治
和转运工作，北京急救中心将44辆
普通救护车改造成了负压救护车，加
上6辆四驱救护车，一起承担4个竞
赛场馆、6个非竞赛场馆的冬奥保障
任务。

除负压和四驱救护车外，北京急
救中心为每一个比赛场馆至少配备
了1辆5G救护车。“急救医生在现场
为伤员做检查和处置时，诊疗数据和
影像会直接传输至定点医院，实现救
护车和指挥部的视频通信，获得对伤

员伤情的应对指导，实现‘上车即入
院’，提高急救效率。”北京急救中心医
务科医生周明介绍，在冬奥会期间，
5G救护车会优先用于救治急危重症
伤员。

据北京急救中心医务科主任杨旭
介绍，为保障冬奥，北京急救中心成立
了“一办八组”。“一办”即冬奥办公室，
负责对接冬奥组委和市卫生健康委及
各场馆的医疗保障团队，做好沟通协
调工作；“八组”即冬奥办公室下设的
队伍保障组、后勤保障组、装备保障组
等8个小组，各个小组按照冬奥组委
和各自场馆的要求落实保障任务，包
括物资准备、药品准备、车辆配备、礼
仪培训和保密知识培训等。

开展最全面的演练

2021年11月7日的那次演练，让
保障队员最为难忘。当天清晨，北京
急救中心的15名救护车组人员，2辆
演习救护车、2辆急救指挥车和1辆乌

尼莫克特种救护车迅速集结，前往延
庆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参加应急演
练。山路湿滑，曲折盘旋，历经3个小
时的颠簸，全体参演人员到达延庆冬
奥村。

“今天延庆赛区迎来2021年以来
首场暴雪级别天气，我们要把握好这
次练习机会，为冬奥会、冬残奥会高山
滑雪赛事的医疗保障有效热身！”北京
急救中心主任张文中说。

“呼叫四驱救护车，FOP雪道救
援队将一名危重伤员转运至竞技运动
员医疗站，伤员需要马上转运至定点
医院。请立即启动，到G索下站环岛
处。”上午9时30分，医疗官梁学亚下
达演练开始的命令。

10分钟后，3辆专业越野车沿着
盘山公路到达G索下站环岛，医疗保
障团队进场救援。队员携带真空担架
乘坐电梯上行，与医疗站人员交接伤
员；确认伤员伤情并给予初级生命支
持后，将伤员放在真空担架上并牢牢
固定，覆盖两层保温毯，待伤员各项生
命体征稳定后，报告给医疗官；医疗官

迅速呼叫转运急救车，将伤员转运至
延庆区医院冬奥专区。

“冰雪天气下山地路滑，普通的负
压救护车车轮抓地能力不足。”杨旭介
绍，此次演练后，北京急救中心及时调
整保障团队的用车情况，增派了6辆
四驱救护车，以应对冰雪路面的行驶
需求。

2019年，北京急救中心被确定为
冬奥定点医疗转运机构。截至目前，该
中心共进行全部比赛场馆的应急演练
100余次，内容主要包括运动员就诊转
运、核酸阳性患者转运、极端天气驾驶、
场馆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等。

迎接最具挑战的考验

高山滑雪项目的急救，对医疗保
障队员来说是最大的挑战。“高山滑雪
项目的赛道危险性、比赛难度、海拔跨
度都很大，对运动员身体机能的要求
很高。”杨旭介绍，高山滑雪运动员伤
势一般较为严重，受伤以脊柱损伤、四

肢损伤、颅脑外伤、颈部损伤居多。在
转运过程中，医疗保障队员要为伤员
做好保暖，做好受伤部位的保护和固
定，以免出现二次损伤，同时要运用救
护车上的各项生命支持手段，全方位
对伤员进行救治。

“短道速滑是另一个危险性比较
高的项目，伤情以摔伤、扭伤、皮肤撕
裂伤、大面积划伤为主。尤其是运动
员的身体会直接面对冰鞋，不同的摔
伤姿势有可能导致各种危险的发生。”
杨旭介绍，为此，医疗保障队准备了大
块的敷料、止血绷带、止血带等，以应
对突发的伤口大出血。

除了要对伤病员进行紧急救治，
医疗保障队员还要确保在冰雪路面
行驶、与医疗机构配合转运、疫情防
控和外交礼仪等方面不失分。队员们
把一次次演练当成实战，检验打磨各
项操作和处置流程。在温度极低的
演练环境下，队员们的防护服里满是
汗水。“为了保障冬奥会的顺利进行，
一切辛苦都值得！”医疗保障队成员
如是说。

急救保障 时刻准备着

□特约记者 张林林
通讯员 霍树瑛

“跟您说实话，一开始我还不信咱
们这小医院有水平这么高的医生，没
想到还真给治好了。”1月18日，在北
京市密云区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科，一位大妈欣喜地说。

一个月前，这位大妈满面愁容地
来看病：“快给我看看吧，我头疼得受
不了了，都不想活了。”中医科主任
赵新赶紧让大妈坐好，详细询问病
史、以往的诊疗经过，思考后说道：

“大妈，咱这毛病这么久了，治疗效果
一时半会儿可能不太好。但是您放
心，我肯定会尽心尽力地给您治疗，
咱们都要有信心，一定能治好。”大妈

听到能治好，满脸的愁容舒展了不
少，说：“您就多费心吧，治不好也不
怪您。”

赵新和患者沟通后，制定了一套
针药并用的治疗方案，先用针灸治疗
急症，缓解头痛，再用中药为患者进行
全方位的调理。在治疗过程中，赵新
每天都和患者通过微信交流，及时了
解病情，并不断调整患者的紧张情绪，

进行心理疏导。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患者的头痛痊愈了。

回顾该患者的治疗经历，赵新讲
述了两个关键点：一是要深入详细地
问诊，患者看似就诊经历丰富，却东一
榔头、西一棒子，没有坚持治疗，再加
上平时有颈椎病造成脑供血不足，还
经常跟老伴生气，也没有规律吃药，这
些都是导致治疗效果差的原因；二是
找到了真正的病因，再逐一有针对性
地用药和调理。

“咱们要有信心，能治好”

相约冬奥·一起向未来

浙江江山
“两病”老人获免费药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 李水根）
浙江省江山市从2021年7月开始，为
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人提供免
费药物，累计使近3万名“两病”患者
享受这项政策性保障。购买药物所用
经费除医保承担56.32%外，其他均列
入财政支出。这是记者近日从江山市
卫生健康局获悉的。

这项政策的适用对象须符合3个
条件：65周岁以上并确诊为原发性高
血压或2型糖尿病，参加当地居民医保
或职工医保，已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完成家庭医生签约并建立电子健康档
案和慢性病专项档案。江山市疾控中
心与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联动，采
用网格化路径，实施精准的宣传引导
和实时监测。江山市专门成立了技术
专家组和质量督导组，对精准诊断、精
准选择免费药物等进行指导和监督。

北京大兴
扩增核酸采样点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安琪 通
讯员王驰）1月 19日，北京市大兴区
紧急扩增的核酸检测采样点对外开
放，全区33处采样点覆盖了各镇街，
全区单日核酸检测能力达到13万管。

近期，大兴区卫生健康委考虑到
部分群众回乡过春节的需求，采取“区
级统筹、行业指导、属地协作、企业参
与”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提升
核酸检测能力。除了各医疗机构日常
的核酸检测外，各镇街还根据实际需
求增设了核酸采样点，力求让群众就
近检测，并避免出现人员聚集现象。

河南推动
健康帮扶更精准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从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获悉，该委建立了“四必
须”“四个一”工作机制，强化健康扶贫
动态管理信息系统的运用和维护，发
挥动态监测系统的信息分析、决策参
考等作用，推动该省健康帮扶工作科
学、精准、高效。

“四必须”即各地必须明确专人
专岗负责监测系统维护管理，信息员
必须逐条核准填报信息，分管领导必
须每周了解数据核查填报情况，主要
领导必须每月听取健康帮扶情况汇
报。“四个一”即对新纳入监测系统的
三类户，一周内要入户核查核实基本
信息，一月内要落实健康帮扶措施，
每周与乡村振兴局同步更新数据，
每季度通报一次健康帮扶措施落实
情况。

甘肃省中医院
帮扶甘谷县

本报讯 （记者王耀 林丽）1月
18日，甘肃省中医院与甘谷县政府签
署医疗帮扶合作共建框架协议。甘肃
省中医院将在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
才培养、诊疗技术、学术交流、双向转
诊、信息化平台建设等方面对甘谷县
医疗机构开展帮扶。

甘肃省中医院将集中优势资源，
突出中医特色，推动上下联动、优势互
补，搭建起技术帮扶、人才培养、远程
会诊、多点执业、双向转诊的新型诊疗
模式，全力支持甘谷县卫生健康和中
医药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1月20日，“国家
急救日”倡议活动暨
急救科普大课堂公益
培训系列活动在京
举行。活动呼吁将每
年1月20日设立为国
家急救日，以倡导国
家大急救理念，加强
院前急救体系建设，
提高全社会急救能
力。图为北京“120”
医务人员在讲解急救
操作要领。

本报记者张丹摄

学急救

成都启用
无偿献血科普馆

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特约记
者杨琳）近日，四川省成都市血液中心
举行新址启用暨“新年新起点·热血助
生命”成都市公务人员无偿献血宣传
活动，活动现场共计献血1.3万毫升。

随着成都市血液中心新址启用，
成都市首个无偿献血科普馆也投入使
用。该馆旨在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开
展无偿献血健康科普教育，从小播下
公益善行的种子。成都市血液中心新
址打造了无偿献血科普馆、献血大厅、
主题献血室、参观走廊和志愿者之家
等五大空间场景，可以面向市民、献血
者、志愿者等不同人群开展差异化、个
性化主题活动。

宁夏灵武
开展柔性引才

本报讯 （特约记者赵君凤）近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人民医院
柔性引进专家签约仪式在灵武市医疗
总院举行。本次签约专家均来自自治
区三级医院，涵盖肿瘤、妇产、放射、麻
醉等8个专科。

据悉，专家们将定期在灵武市人
民医院工作，通过疑难病例讨论、带
教、手术示范、学术讲座、新技术开展
等方式提高灵武市诊疗水平。下一
步，灵武市医疗卫生行业将继续在创
新人才引进机制、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上下功夫，研究制定更为宽松、合理、
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加强对高层次
人才的引进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