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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山西省长治市的
医疗废物都去了哪里？6月10日，在
位于长治市上党区苏店镇会里村的长
治市固废处置中心，记者随山西省卫
生健康委组织的新闻媒体走基层采访
团找到了答案。

长治市固废处置中心是该市唯一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机构，疫情防控期
间，承担着全市各医疗机构、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点以及临时核酸检测采样点
医疗废物的转运处置工作。

6月10日8时30分，在处置中心
大院内，16辆密闭的医疗废物转运
车消毒后整装待发，驾驶员方晋明和

同事穿好防护服，戴好护目镜、口罩
和防护手套，开始执行特殊的运输
任务——驱车前往长治市医院、长
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等收运高危
医疗垃圾。

清华医院、惠丰医院、淮海医院、
潞州区第二人民医院……每到一处，
方晋明与医院消杀人员一同将一箱箱
已消杀过的医疗废物搬上转运车，在
认真核对医疗废物的数量等信息，并
填写医疗废物转移联单后，马不停蹄
赶往下一个存放点。为避开人流车流
高峰，方晋明提前规划运送路线、运送
时间，主动避开学生上下学及上下班
高峰时段。

10时 50分，方晋明驾驶着载满
医疗废物的转运车缓缓驶入长治市
固废处置中心，停车、排队消毒、称

重，经过层层“关卡”后，将医疗废物
卸至中心处置车间，开始进行下一
环节。

其实，他们的工作开始得更早。
5时30分，当大部分人还在睡梦中的
时候，车队司机就开始奔赴各个医疗
机构，短途如市区几十分钟几十公里
的距离，长途如几个小时几百公里的
国道、省道、乡道以及不知名的小路，
尽可能少喝水、少吃东西。车队的司
机也都有了自己的心得：冬天吃不吃
得上饭无所谓，重要的是别下雪；夏天
喝不喝得上水无所谓，前提是受得了
车上的温度。

由于今年新冠疫情的反复，长治
市实行了常态化核酸检测，加之各方
舱、高速路卡口、高铁、机场核酸检测
点，以及原有的疫苗接种点、隔离点，

涉疫医疗废物成倍增长。为保证各核
酸检测点的医疗废物日产日收日清，
就必须等到每天21时后各核酸检测
点医疗废物装箱完才能开始转运工
作。什么时候下班，就成了司机师傅
之间“攀比”的话题。

23时30分，夜已深，中心处置车
间内依旧灯火通明，10余名工人开
足马力，一刻不歇，仍奋战在处置一
线……凌晨2时35分，职工赵红卫在
等待处理完当天核酸检测点最后一批
次的医疗废物后，手脚麻利地关掉天
然气锅炉的气源阀门和电器开关，确
认全部安全后，才回到宿舍。

“全市所有医疗废物都会运送到
这里，无论多晚，所有废物必须日产
日清。”中心生产科科长李勇一边指
挥现场处置工作，一边介绍，“医疗废

物进入处置车间后，先运至高温灭菌
器内，经过升温、灭菌、排气、干燥、除
臭等数道工序后，被推入粉碎机中作
业，之后将处理过的医疗废物残渣运
往长治首钢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生
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最终进行焚烧发
电。其中，在高温蒸汽灭菌环节，采
用 134摄氏度高温，蒸煮 45分钟的
标准流程进行严格灭菌，确保所有医
疗废物彻底消杀，以达到一般生活垃
圾标准。

“目前，我们已实现全市12个县
区3900余家医疗机构和重点涉疫单
位的医疗废物收运处置全覆盖。疫情
防控期间，中心将严格按照要求部署，
进一步规范医疗废物处置流程，切实
落实和完善医疗废物无害化处理。”该
市固废处置中心主任张龙说。

长治：医疗废物日产日清

□通讯员 邓晓洪
特约记者 喻文苏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青龙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最近做了一件提升社区群
众安全感的事情：该中心于去年底启
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成为成都市首
批通过胸痛救治单元验收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当患者发生胸痛后，该社
区中心的医生将在第一时间进行鉴
别，若患者是心肌梗塞，社区将立即开
启通往三甲医院胸痛中心的救治通
道，让患者第一时间获得救治。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陈
芳芳告诉记者，高血压、高血脂等基础
疾病在社区群众中比较常见，这为急
性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但
一个现实状况是，社区医生普遍对心
血管事件如急性心梗缺乏识别能力，
当有患者因胸痛前来求助时，容易发

生误诊、漏诊。“既然家庭医生团队管
理着社区的慢病患者，为何我们不打
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呢？”

去年12月，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发
布《关于开展成都市胸痛救治单元建
设的通知》。在成华区卫生健康局的
支持下，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入
到建设胸痛救治单元行动中，并得到
了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的积
极帮助。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胸痛中
心主任、成都市心血管研究所副所长
蔡琳和她的团队多次下到社区，对医
务人员进行培训，并对救治流程的打
造进行指导。

记者在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
访时看到，该中心专门辟出了一间急
救室，且在标识标牌、流程设置等方面
进行了规范。陈芳芳介绍，中心安排
了专门的医生和护士值守胸痛急诊
班，要求值班的医护人员开展午间延
时服务。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三甲医
院专家共同建立了一个“胸痛群”，社
区医生对胸痛患者诊断拿不准的，可
以立即上传资料，让专家帮忙鉴别并
指导救治。前不久，一位由全科医疗
科长期管理的老年糖尿病患者来到青
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自述心头发紧、
胸前不适。胸痛急诊班的医生仔细鉴
别后，怀疑是心肌缺血而非心梗，在作
出诊断并迅速用药后，上传患者心电
图等检查结果，通过“胸痛群”向成都
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请教，专家肯定
了医生的判断和治疗措施。患者回家
后，社区医护人员一直跟踪随访，这让
老人很是感动。他说：“我在青龙社区
看慢病，他们这个胸痛救治单元能识
别急病，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数据显示，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覆盖人口达18.9万，其中被家庭医
生团队管理起来的冠心病患者有143
人。陈芳芳说：“我们通过慢病管理，

尽量降低患者发生心梗等心脑血管事
件的概率。万一患者突发这类疾病，
我们也具备院前急救能力，可为上级
医疗机构的后续处理争取时间。”

通过胸痛救治单元的打造，青龙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持续拓
展开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成都市
第三人民医院为该中心开通了远程心
电会诊服务，患者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做的动态心电图可以即时传回市三
医院的会诊平台，患者24小时内就可
以拿到由医院出具的报告。

蔡琳说，胸痛救治单元是胸痛中
心区域协同救治体系的组成部分，是
胸痛救治网络的基础环节，更是“起跑
第一公里”。

据悉，像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样成功创建了胸痛救治单元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成都市首批有10家，
它们真真切切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安
全保护。

打通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

据新华社联合国 6 月 17 日电
（记者王建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6月17日警告说，全世界有近10亿人
患有精神方面疾病，新冠疫情更加重
了这场危机。他呼吁各国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

古特雷斯在发布世界卫生组织编
撰的《2022年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向
所有人享有精神卫生服务转型》相关
视频致辞时说：“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
球性精神卫生危机。”令人遗憾的是，
大多数精神疾病患者“无法获得或负
担不起”相关疾病的治疗。此外，对
相关疾病的污名化也阻止了人们寻
求帮助。

古特雷斯说，有精神问题的人更
容易遭受身体和情感方面的虐待，更
容易被剥夺教育和就业的机会。这种
问题所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仅抑
郁和焦虑每年就给全球经济造成约
1万亿美元的损失。“但不幸的是，在
大多数国家，精神卫生仍然是卫生政
策中最不受重视的领域。”

古特雷斯表示，2022年世界精神
卫生报告是指导各国改善精神卫生
系统的路线图，指出了在改善精神卫
生方面还有所欠缺的领域和实施办
法，他向各国政府以及精神卫生部门
和相关机构推荐报告所提出的解决
方案。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
重视“全球性精神卫生危机”

据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6月 18
日电 （记者谢昊）中国医疗队微创外
科中心6月17日在坦桑尼亚桑给巴
尔阿卜杜拉·姆才医院举行成立揭牌
仪式，中国驻桑给巴尔总领事张志昇
和桑给巴尔南奔巴省省长马塔尔·马
苏德出席仪式。

张志昇表示，中国医疗队微创外
科中心挂牌成立，标志着中方在相关
新技术领域对桑方支持力度进一步加
大，是双方合作的新起点。中方将一
如既往向当地人民提供高质量的医疗
服务，不断增进中国与桑给巴尔人民

的友谊。
马苏德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

长期以来向奔巴地区居民提供的无私
帮助，医疗队开展的微创手术有助于提
高当地医护人员的临床技术水平。

第31期中国援桑给巴尔医疗队
副队长殷骏介绍，本期医疗队来到桑
给巴尔奔巴地区后，成功开展一系列
外科微创手术。当地居民可以就近接
受先进微创手术，以更小的创伤获得
更好的疗效。未来医疗队将继续与奔
巴地区卫生部门加强合作与交流，为
当地人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成立
中国医疗队微创外科中心

江西严把
住培出入关

本报讯 （通讯员罗群 特约记
者徐雅金）近年来，江西致力于住院医
师规范化培训内涵建设，把好招收入
口、过程管理、考核出口关，抓好管理
人员、师资、考官、评估专家团队建设，
做好省际联考联训、提质增效。2022
年，江西省住培工作绩效居中部省份
第一名。这是近日记者从江西省卫生
健康委获悉的。

据了解，2021年江西积极申请成
为国家首批住培招收工作试点省份，

严把培训入口关。全年共招收学员
733 人，专硕 1353 人，其中全科、儿
科、精神科等紧缺专业人数占比近
40%。该省注重过程管理，以学员培
训为基础、师资培训为龙头、基地评估
为保障、绩效管理为牵引、宣传工作为
导向，开展多元化培训管理工作，引领
住培不断前行。平均每年培训2000
余名师资，多次组织到示范基地、重点
专业基地学习。评估工作做到常态
化，在基地自评基础上展开综合评估、
专业评估及飞行检查，对不合格基地
坚决取缔培训资质。此外，以考促评、
促建、促训，倒逼培训质量提升，采取
专业基地负责出科考核、培训基地负
责年度考核、省卫生健康委负责结业
考核三级考核管理模式，做到过程、结
业考核层层把关，严控培训质量。

青岛“健康小屋”
落户超市社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宋学智 陈
方超 通讯员肖海青）在山东省青岛
市李沧区利客来购物广场超市对面，
悄然出现一个崭新的、标有“青岛疾
控”的“健康小屋”，屋外有身高体重测
量仪，屋门上贴着自助检测操作方法
和流程图，室内有血压仪、身高体重仪
等设备。

56岁的市民李女士每次来超市
购物都会进入这个“健康小屋”，熟
练地输入自己的姓名、手机号码等
信息，开始测量血压、脉搏等，很快她
的手机就收到了健康信息。同样的

“健康小屋”还出现在市北区普吉新
区社区居委会，居民高兴地说：“这个
小屋太方便了，自己能随时掌握血压
的变化。”

据悉，“健康小屋”是青岛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基层卫生指导所按照省
疾控中心“健康山东行动”的部署，在
李沧区、市北区疾控中心的协助下，首
次在超市、社区设置的智慧健康检测
驿站。目前，已有300多人次通过这
两个“健康小屋”的智能监测设备进行
了血压监测和体质指数测量。

张家港上线
“120”呼救定位系统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兰兰）即便
不知身在何处，拨打“120”呼救，

“120”急救指挥中心也能精确定位。
江苏省张家港市“120呼救定位系统”
日前上线。

今年，张家港市卫生健康委将
“120呼救定位系统”项目列入2022
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十项便民惠民
举措，联合移动、电信、联通三大通信
运营商，利用基站定位技术，和调度
系统对接，在调度员接通电话时，对
方的手机定位信息同步显示在指挥
中心的调度地图上，从而有效提升院
前急救反应效率，为救治患者赢取宝
贵时间。

“轮流讲堂”
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林林 通
讯员刘爽）不久前，北京市密云区石城
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轮流讲
堂”。这在增进业务交流的同时，也全
面增强了该中心的医疗服务能力。

据了解，讲堂是线上学习，隔周一
次，11名医生利用休息时间轮流授
课，研究社区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
能，以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讲课是对自己所负责医疗工作
的一次再总结、再思考。在备课过程
中，通过搜集资料、梳理提炼，我们对
如何做好诊疗工作有了更深的感悟，
工作提升很大。”讲完课后的任新勇医
生感慨，讲堂让他们既当学生，又能当
老师，做到了用学结合，能针对性补短
板、强弱项，真正起到了查找不足、学
深悟透的效果。

“轮流讲堂”自1月启动以来，已经
成功开展了“糖尿病的口服用药”“血府
逐瘀胶囊应用探讨”“胰岛素的应用”等
7期，他们课前精心准备、课中组织讨
论、课后对所学内容进行梳理总结、反
馈问题，力求学有所获，使授课不走形
式、不走过场。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刘丽）聚焦老年群体就医问题，辽宁省
葫芦岛市卫生健康委着力构建老年健
康支撑体系，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老
年健康服务需求。截至目前，该市
40%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
和基层医疗机构开展了创建老年友善
医疗机构，满足老年人“家门口”健康
服务的需求。

据了解，构建、完善健全的制度体
系是该市的亮点。葫芦岛市卫生健康

委牵头出台《关于印发葫芦岛市建立
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实施方案的通
知》，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落细。印发《关于做好老
年人就医便利服务和建设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各级
各类医疗机构要立即建立方便老年患
者挂号就诊的绿色通道，并完善电话、
网络、现场等多种预约挂号方式，解决
老年人在就医方面的“数字鸿沟”问
题。提升医疗服务，积极推进老年医

学科建设，开通老年人就医绿色通道，
推进安宁疗护建设，积极提升医疗机
构为老服务能力。开展家庭医生签约
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等服务，重视中医
药对老年疾病的预防保健作用，促进
中医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葫芦岛
市已完成2021年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创建工作，兴城市温泉街道建海
社区、龙港区玉皇街道建兴社区两个
社区被命名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
社区。

葫芦岛构建老年健康支撑体系

6 月 19 日，居民在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珠江路街道春光社区健身中心锻
炼。洛阳市在城市区常住人口5000人以上的社区，建立公益性和经营性相结合
的社区健身中心，采取免费或低收费（1天1元）的公益性运营模式，打造“家门口
的健身圈”。今年，该市计划完成60个社区健身中心的建设工作。 黄政伟摄

家门口
健身圈

宁夏固原推进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孙艳芳 魏剑）宁夏回族自治区固
原市将全面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
推进健康细胞创建，抓好无烟单位创
建，推进全民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
作。这是记者近日从该市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的。

在全面实施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方
面，固原市以“健康固原”建设、全民健
康水平提升行动为抓手，全面发挥医
疗卫生机构健康教育主力军作用，建
立市包县乡、县包乡村的健康教育全
覆盖工作机制；坚持实施健康教育

“六进”活动，突出抓好健康教育进学
校、进乡村、进家庭；实施好贫困地区
健康促进行动，强化队伍保障和能力
建设，以乡村健康教育骨干为主要力
量，进村入户开展健康教育；积极发挥
主流媒体作用，扩大健康宣教人群覆
盖面；全市各级各类单位普遍设置健
康教育宣传栏，定期更新内容，强化场
所覆盖。

据悉，固原市2021年创建自治区
级、市级健康细胞100多个，今年在
1100多个单位重点开展健康细胞创
建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