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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浙江省温州市出台
《儿童友好医院创建指引及评价细
则》，全力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同
年7月，国家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指引
及评估标准制定研讨座谈会在温州市
召开。作为该市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
设的先行者，温州市人民医院（温州市
妇女儿童医院）以安全、智慧为主线，
频出新招，赋予儿童友好更多科技力
量。近日，记者对该院的儿童友好改
造建设情况进行了探访。

智慧病房：让产妇多些安心

“请注意，消毒工作即将开始，嘀
嘀……”走入温州市人民医院的产科
病区，一台白色机器人正在沿着走廊
进行消毒工作。与它擦肩而过的一台
物流机器人正在为产妇配送餐食。

2022年1月，该院依托5G、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打造全
国首个智慧母婴友好病房，首批开出
16间智慧病房。

该院党委书记阮国模介绍，与其
他产科病房不同，这里多了一些让人
省心的“家伙”。产妇进入病房前，一
台迎宾机器人会为其测量体温；产妇
及家属可通过该机器人呼叫前台护
士。入住后，病房会为每名产妇配备
一个智能手环，对产妇心率、血压、脉
搏等指征进行全程监控。不仅如此，
每间病房还配备婴儿智能安全床垫，
实时监测新生儿的睡眠和呼吸情况，
并将结果同步反馈到护士站，辅助医
生进行新生儿健康评估。

阮国模介绍，智慧病房里所有设
备都连接无接触感应交互系统，产妇
及家属只需通过声音就能控制各项生
活设施，如调节灯光、开合窗帘等。卫
生间的照明消毒感应系统，则可在无
人状态下自动进行紫外线消毒。

一位二胎妈妈向记者分享了分娩
体验：“生第一胎的时候，与一大批产
妇一起待产，在此起彼伏的痛苦声中
等待分娩。在进入分娩时，还得忍着

痛从病床上挪到推车上，再挪到产房
的产床上，一番颠簸折腾。而现在，从
阵痛开始，到生产、恢复期，都在同一
个房间内度过，少了那些挪移带来的
痛苦。”不仅如此，病房里的许多先进
设施也让人觉得更安全、更放心。

谈起建设智慧母婴病房的初衷，
阮国模表示，此举是对三孩政策的积
极响应。“为了进一步贴近年轻妈妈的
习惯，改善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体验，医
院以安全、智慧为主线，对此前的一体
化产房进行改造升级，融合科技、人文
和医疗等要素，打造母婴友好病房。”
阮国模介绍，利用科技手段可以实现
无接触操作，对于当下疫情防控也产
生了积极作用。

此外，该院为了解决新生儿探视
问题，还推出了“5G+AR”病房探视
服务。

友好门诊：让患儿少些紧张

每个人的记忆里或多或少会有一
段儿时去医院的不愉快记忆，而家长

为了能成功带孩子去看病也往往需要
使出浑身解数。

但对于今年8岁的飞飞（化名）来
说，去医院进行雾化治疗却是他的快
乐时光。

飞飞患哮喘已有两年。在此之
前，为了让他去医院进行雾化治疗，家
长每次都要跟他来一场谈判，谈判结
果是：答应他一个条件。“真是一点办
法也没有。后来，索性就在家里置办
了设备和药物，让他在家里进行治
疗。”飞飞妈妈说，“听说温州市人民医
院升级改造了，想着还是医院治疗比
较安全，就再次来到医院。”

让飞飞妈妈惊喜的是，在去往雾
化室的走廊上，像是穿过了海底世界，
孩子很快就被吸引住了，脸上的紧张
表情也瞬间消失了。重新装修后的雾
化室也装上了新设备，患儿可以一边
进行雾化吸入，一边看动画或玩游戏。

这是温州市人民医院在2022年
5月打造的儿童友好型儿科门诊的一
个缩影。

“一方面，采用卡通、动漫的设计
效果来提升亲和力，消除儿童的紧张

情绪。同时，对出入通道、扶梯、诊室、
病床等都做了适儿化改造，如卡通造
型的垃圾桶、天使翅膀打卡点、海洋走
廊等。另一方面，儿童友好综合门诊
将儿童诊疗、康复等服务整合于一体，
简化就医流程，开设儿童咳喘过敏、儿
童脱敏、儿童抽动症、新生儿随访等专
病门诊，增加了智能雾化、肺功能、脱
敏、中医外治4个治疗室，协同皮肤
科、眼科、耳鼻咽喉科、心理科等科室
开发多学科诊疗项目，推出儿童诊前
化验、自助银行、共享婴儿推车等便民
措施。”阮国模介绍。

“不仅要让孩子不抵抗治疗，还要
进行寓教于乐的健康宣教，让孩子尽
量少得病。比如，通过大屏以互动游
戏的形式展示健康知识，吸引孩子们
驻足，让他们在欢乐中接受知识的熏
陶。”阮国模表示。

儿童友好型儿科门诊开设的前两
个月，门诊量迎来 30%～50%的增
长，证明了这家医院在儿童友好改造
方向的正确性，也让阮国模信心倍增。

阮国模认为，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其实就是围绕着生、健、育3个方面进
行。其中，智慧母婴病房是促进生育的
举措，儿童友好型儿科门诊则是针对儿
童全生命周期健康。此外，医院与市
内多家托育机构组建的托育联盟，提
供喂养、保健等育儿方面的培训。

“下一步，医院将继续秉持做好
儿童健康工作的初心，融合健康和教
育，打造集医、教、育、乐于一体的沉浸
式儿童友好智慧医疗服务场景，为儿
童健康成长提供解决方案。”阮国模
表示。

“儿童友好”更具想象力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刘艳红 徐松

郭秦森

随着春节临近，流动人口增加、返
乡人员增多，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是农
业大省河南省正在面临的一次“大
考”。该省各地围绕“保健康、防重症、
强救治、优服务”，进一步完善措施，齐
心协力开展农村地区疫情防控，最大
程度维护农村群众身体健康。

“诊所小，可是能治病”

“从你这片子里看，肺部炎症不严
重。我给你打上针，你再配合着吃点
药，一周就能基本痊愈。”1月5日，在
河南省禹州市方岗镇刘屯村诊所里，
村医刘玉卿指着肺部造影片，为一名
67岁的患者开治疗方。

在这个小诊所里，4名患者正在

输液，身穿防护服的刘玉卿为十几名
排队的患者逐一会诊开方，学医的二
儿子刘沙洛利用假期时间帮助父亲配
药，并仔细交代患者按时按量服用。

今年60岁的刘玉卿，18岁从平
顶山卫校毕业后回村当村医，一干就
是40多年。算上同样从医的大儿子、
大儿媳，一家人是四代行医。

火龙镇关帝庙村一名80岁的患
者鼻塞、浑身疼、咳嗽有痰，由女儿带
着前来就诊，刘玉卿先给她做了血氧
饱和度检测，随后开方取药。“她是我
的老病号了，她的身体情况我非常了
解。这次她的血氧值正常，开点药回
去吃吃就好了。”刘玉卿说。

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刘玉卿每
天从早晨5点就开始接诊，首先为患
者做免费的抗原检测，确定是否感染
新冠病毒，再根据确诊病症及轻重程
度，针对性治疗，几乎每天都要忙到晚
上9点多才能休息。

“别看咱村的诊所小，可是能治好
病。”有村民称赞道。

“医共体让我们有信心”

“一天30多人发烧就诊的高峰过
去了，现在一天还剩三五个人，主要症
状是咳嗽，出现重症的患者都及时转
到了县中医院。医共体发挥了很大作
用，在我们最缺药的时候，乡卫生院给
我们提供了 50多盒退烧药。”1月 5
日，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李楼乡孔集
行政村卫生所所长刘智玉说。

郸城县自2018年在河南省率先
实行医共体改革，刘智玉的卫生所属
李楼乡卫生院统一管理，李楼乡卫生
院属于县中医院牵头的第二医健集团
管理，县乡村实现了医共体“一家人”。

“在这次感染高峰中，县中医院除
了保障我们所有成员单位的西药供应
以外，还特别为每位乡村医生和重点
监测患者配发了中药包。紧要关头，
医共体让我们有‘医’靠，有信心。”李
楼乡卫生院院长代俊峰说。

随着疫情形势变化，郸城县充分
发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高效协同、县
乡村三级医疗健康服务网络全覆盖的
优势，围绕“保健康、防重症”，按照“应
设尽设、应开尽开、应治尽治”要求，全
县8个二级以上医疗机构、20个乡镇
卫生院、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60
个村卫生室和147家个体诊所全部开
设发热诊室，坚持24小时开诊。

郸城县按照“健康监测、分类管
理、上下联动、有效救治”的原则，建立
村—乡—县重症患者就医转介便捷渠
道，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连续性；发挥
全县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的作用，承担
全县80%的发热患者的诊治任务，充
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和家
庭医生健康“守门人”作用。

“大锅药”免费送乡亲

“听说这个‘大锅药’能提高免疫
力，就来领几份让家里人都喝。”1月3

日，来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中医院领
取汤药的张大爷说。

为提高广大群众抵抗力，降低
病毒感染风险，修武县充分发挥中医
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的特色和优势，
组织修武县中医院专家团队配制治
疗新冠病毒感染的中药处方“止嗽
散”，免费给全县群众熬制发放“大锅
药”，帮助群众科学应对新冠，提高免
疫力。

在修武县中医院大门口，前来领
取“大锅药”的群众络绎不绝，工作人
员将一份份带有温度的汤药递到大家
手中，耐心细致地为大家讲解预防流
感的相关知识。此次“大锅药”主要由
荆芥、防风、桔梗、陈皮、橘红、甘草等
12味中药熬制而成，具有疏风散寒、
宣肺润燥、止咳化痰等功效。

免费发放“大锅药”是修武县的
一种传统。每到冬春季节，修武县卫
生健康委就组织中医专家开具预防
流感的中药处方，在全县免费熬制发
放“大锅药”。

正在赶赴一次“大考”
——河南农村地区新冠感染防治见闻

村医的
“小花轿”

1 月 11 日，江苏
省宿迁市宿豫区来龙
镇保安社区五魁卫生
室村医孙少辉开着他
的代步车“小花轿”进
村入户，开展慢性病
患者上门随访服务和
新冠疫情防控宣传。
图为孙少辉为一名返
乡人员讲解疫情防控
知识。

通讯员仲启新
特约记者程守勤

摄影报道

大连医大二院

门急诊一体化
迎战就诊高峰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郭茜）近日，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急诊 ICU成功救治一名肾功能不
全、急性心梗、心功能衰竭合并新冠病
毒感染的老年患者。这是该院在疫情
背景下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保障
患者救治的一个缩影。

各种慢性病和常见病叠加新冠病
毒感染，使得医院急诊就诊患者急剧
增加，接诊量屡破新高。为保证患者
应治尽治、应收尽收，该院打通门诊、
急诊的界限，打破内科、外科的学科布
局，统筹协同、统筹安排，全面开展急
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医院在门诊二
楼增加3个内科诊室，抽调10余名内
科医生进驻，至此急诊多个内科诊室
同时出诊，大大缓解了急诊中心的接
诊压力。

在扩容诊室的同时，医院充分利
用门诊资源，加强急诊辅助科室的力
量，设立独立采血室、发热窗口、急诊
CT为急诊内科服务。医务部主任刘
宇峰介绍，门诊急诊化建设增加了急
诊，尤其是急诊内科的接诊能力，同时
分流了急诊大厅候诊人群，为急危重
症救治释放了更多的空间。

此外，为保证大量的急危重症患
者顺利救治，医院多层次救治体系全
面开启，急诊 ICU、中心 ICU、神经重
症 ICU、儿科 ICU、肾内 ICU、呼吸重
症 ICU为第一梯队；改建急诊病房、
感染病房等亚重症病区为第二梯队；
将消化内科、风湿免疫科、心内科、神
经内科和以胸外科为代表的部分外科
科室建成第三梯队。诸多外科医生也
到各层级梯队中，参与重症、亚重症新
冠患者的救治工作。

十堰中医医院

用积分制
鼓励职工善行

本报讯 （特约记者毛旭 通讯
员李玉）“32名医护人员先后支援市
外新冠医疗救治，5500人次参与全市
核酸采样任务，460人次参与疫情防
控卡口值守……”这一组组统计数据，
来自湖北省十堰市中医医院日前公示
的员工年度个人积分明细。

该院实行“鼓励员工善念善行，积
分可消费健康服务”的做法，个人积分
不仅形成医德诚信档案，作为考评推
优、干部履职参考依据，还能当钱花，
免费享受健康消费。该院将耳穴、针
灸、推拿、洁牙等纳入“积分商场”健康
银行，供职工选择。

据介绍，2022年，该院干部职工
支援核酸采样、物资配送转运、下沉社
区等志愿服务 3907 人次、13392 小
时，获得疫情防控嘉奖等各类表彰461
人次、2537积分，参加各类技能大赛、
主题活动402人次、450积分，在线党
课学习2537人次，在线考试2538人
次，完成各类指令性任务2020人次、
2339积分。截至2022年12月31日，
干部职工通过“智慧党建”“积分商场”
免费兑换健康服务2万余元。

山西农村退烧药
免费投放全覆盖

本报讯 （特约记者崔志芳）近
日，山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向全省农村地
区免费供应基本退烧药品，1月7日前
实现全省所有行政村、自然村药品投
放全覆盖。

据了解，此次物资保障工作中，
各市、县（市、区）将按照“保基本、全
覆盖、有储备”的要求，根据所辖乡镇
卫生院服务人口的 15%～20%配齐
配足中药、解热、止咳等对症治疗药
物、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盒等物
资，提升人民群众用药的可及性和便
利性。物资发放期间，群众可到村卫
生室免费领取 6片布洛芬或对乙酰
氨基酚。

海南为农村防疫
配设备发药品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为有
效应对农村地区疫情高峰，海南省着
力打好“基层阻击战”和“重点人群保
卫战”。这是记者近日从海南省卫生
健康委了解到的。

据悉，海南省358家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置发热诊室，
扩容约2倍；设置诊间1151间，扩容
约2.5倍。该省为乡镇卫生院配备便
携式肺功能仪213台、氧疗设备963
台、指夹式脉搏血氧仪5264台；为村
卫生室配备指夹式脉搏血氧仪3709
台、红外线体温计或额温枪3124支，
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设备基本达到
配备要求。

截至1月7日，海南省完成105万
余名 65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和
52870名候鸟老年人的健康调查，为
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在琼候鸟老
人分别提供健康管理服务69.96万人
次和18938人次。该省要求对城市新
冠重点人群和农村地区全部家庭开展
关爱行动，免费发放防疫药品等医药
物资。截至1月7日，已发放“健康爱
心包”62.87万人份。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 通
讯员黄茜 李丽）近日，四川省卫生
健康委印发《四川省护理事业发展规
划（2022—2025年）》，提出完善护理
服务体系、加强护士队伍建设、推动
护理高质量发展、补齐护理短板、加
强护理信息化建设、推动中医护理发

展、加强护理交流合作 7 项主要任
务。

《规划》提出，到2025年，四川护
士总数增长到 35万人，护士队伍数
量持续增加；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和
专科医院床位比水平进一步提升，护
理内涵外延进一步丰富与拓展；县

（区）级护理质控中心实现全覆盖，
护理岗位管理制度逐步完善，调动
护士队伍积极性的体制机制进一步
健全。

《规划》明确，结合全省群众护理
需求和护理学科发展，加强老年、儿
科等紧缺护理专业护士人才培养；增

加老年医疗护理资源，支持各地结合
实际通过将部分有一定规模、床位利
用率不高的二级医院转型扩建，或者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举办等方式增加
老年健康服务机构数量；在各市
（州）开展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工
作、创新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价格
支付政策等方面先行先试，积累经
验；“十四五”期间，加快老年护理专
业护士紧缺护理人才培养培训，提升
为失能失智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服
务的能力；推动老年居家医疗护理
发展，因地制宜扩大居家医疗护理服
务供给。

四川加快推进护理人才培养

湖南加强
“健康驿站”建设管理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昊 通讯
员卢玉新）为满足无症状或轻症感染
者自愿隔离的需求，湖南省新冠感染
疫情防控指挥部近日发布通知，要
求进一步做好“健康驿站”建设管理
工作。

通知要求，各市州要挑选一批条
件较好、房屋手续齐全并符合建筑安
全标准和消防安全要求的酒店作为

“健康驿站”，按照“知情、自愿、自费”
原则，向无症状或轻症感染者提供自
愿隔离健康服务。各市州要确定定
点医疗机构作为“健康驿站”的健康
服务保障单位，安排医护人员值守，
提供健康咨询、健康监测、饮食及用
药建议、心理咨询等服务，并配备紧急
抢救设施设备和药品，畅通紧急救治
绿色通道。

通知要求，各市州强化组织管理
工作，明确责任，建立制度，保障安全，
及时发现并排除安全风险隐患，严防
安全事故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