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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段梦兰
本报记者 谢文博

1月14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面向老年人、孕
产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做好健康监测
和分级分类服务，关口前移，做到早发
现、早干预、早治疗；落实三级医院分
片包干责任制，畅通重症转诊绿色通
道，降低重症率和病亡率；发挥县医院
龙头作用，做好分级分类救治，通过下
沉巡诊、远程协作等方式，提升农村地
区医疗服务能力。

发热门诊量持续下降
重症患者有两方面特点

“全国发热门诊诊疗量在2022年

12 月 23 日达到高峰，为 286.7 万人
次，之后持续下降。2023 年 1月 12
日回落到 47.7 万人次，较峰值时减
少83.3%。”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
司长焦雅辉介绍，目前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
热门诊或发热诊室的就诊人数均呈
现达峰后整体下降趋势，农村地区
也呈现下降趋势。

焦雅辉说，急诊情况也总体呈
现达峰后持续下降趋势，“全国急
诊诊疗人次在 2023 年 1 月 2 日达
峰，为 152.6 万人次，之后持续下
降。1月 12日下降到109.2万人次，
较峰值时下降了28.4%”。

与此同时，正常诊疗正在逐步恢
复态势，普通门诊日诊疗量持续增
加，住院的新冠感染者数量呈现连
续下降趋势。

“发热门诊达峰 2周后，在院的
新冠阳性重症患者数量也达到峰值，

之后呈现缓慢下降趋势。”焦雅辉表
示，目前在院的重症患者数量仍然处
于高位。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患者
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老年
人为主，年龄最大的105岁，平均年
龄 为 75.5 岁 ，60 岁 及 以 上 的 占
89.6%；二是普遍合并多种基础疾
病，多数是心脑血管疾病、内分泌系
统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

建议尽快完成疫苗接种
提升农村地区救治能力

“根据 3年多的流行病学监测，
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群和免
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后
住院风险、重症风险、死亡风险比较
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
专家王华庆说，建议对这些高风险

人群尽快完成疫苗接种，包括加强
针的接种。

春节将至，城市务工返乡人员增
多，增加了疫情传播扩散风险。焦
雅辉表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
是农村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
道防线，要加强人员、药品、相关设
备配置、转诊等方面准备，提高基层
医务人员早识别和早转诊能力；建
立监测和调度机制，动态掌握乡镇
卫生院药品储备和使用情况，为每
个村卫生室免费配备指夹式脉搏血
氧仪2个；在县域内建立重症患者转
运专班。

对于提升农村地区新冠重症救
治能力，焦雅辉说，一是要充分发挥
县医院龙头作用，做好包括床位、设
备、设施以及人员准备；二是依托已
经形成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机
制，所有城市三级医院分区包片，与
县医院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三是加

大对农村地区的巡回和巡诊力度，早
期发现重点人群特别是有基础疾病
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四是
建立城市和县域之间支援和转诊机
制以及绿色通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要求——

关口前移 做好分级分类救治

□姚常房

发热门诊高峰已过，急诊高
峰已过，正常诊疗正在逐步恢复
当中……1月14日召开的国务院
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传递
出的这些信息令人欣慰。这是
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共同抗疫的
结果，是广大医务人员坚守阵
地、无畏奋战拼来的向好局面。
这一点，在本报连续 3 天刊发的

“重症救治观察”系列报道中有生
动呈现（分别见1月11日、12日、
13日第1版）。

这场发布会还透露了另一个
信息：目前在院的重症患者数量
仍然处于高位。这意味着，当下
防控压力主要在救治端，做好医
疗救治仍是应对疫情的关键。

3年来所积累的临床救治经
验，以及最近一个多月来的探索
和做法，让新阶段的重症救治更
有底气。自 2022 年 12 月中上旬
以来，全国多地的医疗机构“全院
一张床”，短时间内完成平移转
换，努力抢进度，医疗资源以史无
前例的规模和速度向重症救治汇
聚，这些宝贵的经验做法仍值得重
视和坚持。面对仍然繁重的重症
救治工作，大医院仍要继续按照国
家相关诊疗方案要求，确保重症救
治的高质量和同质化。同时，发挥

区域医疗中心的带头示范作用，
利用巡诊、驻点等方式做好对基
层医院重症患者救治的指导。

春节将至，人口流动加大，疫
情传播扩散风险增加，城市、农村
的重症救治任务交织，医疗救治
形势可能会更复杂，也许还会面
临更多新情况、新问题。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医疗卫生系统还需
要继续克服困难，格外关注高危
人群的救治和健康保障，在“保健
康、防重症”上再加把劲。

这些年，医改取得的一个明
显成效是，医共体内城乡医疗机
构救治能力提升、转诊效率提高；
城乡对口支援、发展互联网医院
和远程医疗等有效手段，使优质
医疗资源触达范围更广、覆盖区
域更大、受益人群更多。在新冠
病毒感染医疗救治工作中，这些
改革发展成果和优势，还需要进
一步整合好、利用好。

年关在即，为让千千万万的
老百姓安度春节，白衣卫士们负
重前行、坚守阵地，有人形容他
们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不怕牺牲的“铁军”。对这
样一支“铁军”，我们应少一些华
而不实、走马观花式的慰问，多
在落实绩效、保障所需方面做些
实事，尽量给他们减减负，让他们
在与疾病拼搏的过程中轻装上
阵、心无旁骛。

让重症救治
更有底气

□通讯员 杨蕾
特约记者 刘翔

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是山西省人
口第一大县，第七次人口普查为63万
多人。春节临近，洪洞县如何接续守
牢阵地，打好有序转段、平稳度峰这场
硬仗？近日，记者来到该县进行采访。

精准摸排
建档案台账

近一段时间，随着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数量上升，医院人员和各类检查
设备压力激增。面对比平时多出近一
倍的患者，县、乡、村三级协同联动的
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火力全开”。

“大家在摸排的时候，一定要将高
龄老人是否有高血压、糖尿病、脑卒
中、尿毒症等基础疾病登记清楚，并标
注清楚相应的红、黄、绿颜色……”在

洪洞县医疗集团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
治重点工作推进会上，该集团公共卫
生中心燕庆正在为大家详细讲解65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监测和巡查服务工
作要点。

“新冠病毒感染峰值期，全县床位
使用率为 72%，避免了医疗资源挤
兑，实现了有效压峰。”该县卫生健康
和体育局局长高红安表示，聚焦重点
人群，洪洞县采取三色分类管理法，坚
持关口前移，进行精准摸排，建立档案
台账，指导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做
好辖区重点人员健康监测，依据疫情
波动形势、病情危急程度等，匹配相适
应的医药保障和健康服务资源，有序

疏导诊疗需求，落实分级分类救治。
截至目前，该县“红黄绿”三色分

类管理台账共摸排重点人群 75041
人，其中红色人群3966人、黄色人群
14557人、绿色人群56518人。

1月 5日晚，洪洞县人民医院抢
救室内，急诊科主任侯敏团队为一名
77岁的患者实施紧急抢救。心肺复
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经过抢
救，患者终于转危为安。经过抗病毒、
抗炎平喘、止咳化痰等一系列对症治
疗，患者目前基本康复，达到出院条
件。“这份医患情是过命的。”患者家
属感叹道。

（下转第3版）

县乡村三级协同打“硬仗”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从1月
13日召开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3年来，我国已向
153个国家和15个国际组织提供数
千亿件抗疫物资，与全球180多个国
家和地区，以及10多个国际组织共
同举办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技术交
流活动 300余场，向 34个国家派出
37个抗疫医疗专家组。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表示，3年来，中国
抗击新冠疫情，不仅很好地保护了中

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
国际抗疫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国在
刚刚遭遇疫情时，面对致病力较强的
原始株，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
措施，为国际社会抗击疫情争取了宝
贵时间。我国积极分享疫情信息，第
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第
一时间确定病原体，第一时间向世界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公布诊
疗方案和防控方案，为国际社会疫情
防控、疫苗和检测试剂研发提供了科
学依据。

我国最早承诺将新冠疫苗作为
全球公共产品，率先支持疫苗研发
知识产权豁免，最早同发展中国家
开展疫苗生产合作，已向120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2亿剂新冠
疫苗。我国发挥中医药作用，已向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介绍中医药诊
疗方案，向部分有需求的国家和地区
提供中医药产品。米锋说：“我们愿
意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应对疫
情挑战，更好地保护各国人民的身体
健康。”

我国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
3年来提供数千亿件物资、派出37个医疗专家组

第四版新冠病毒感染
重症诊疗方案发布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重症
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方案》明
确，对未达到重症诊断标准，但是年龄
超过65岁、未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合
并较为严重慢性疾病的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可以按重症病例管理；对轻微活
动后指氧饱和度少于94%的，应警惕
病情恶化。

《方案》纳入了临床实践中行之有
效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包括：
在一般治疗中增加高热和咳嗽等对症
处理；强调清醒俯卧位通气的重要性；
在氧疗和呼吸支持治疗方面，经鼻高
流量氧疗优于鼻导管或面罩吸氧，加
强机械通气的肺保护措施；加强对重
型、危重型病例中西医结合临床救治
指导。

三级医院与养老机构
建对口接诊流程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
发布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口协同，
做好养老机构和社会福利机构老年人
医疗服务工作；各地要明确对口接收
老年患者的三级医院，建立明确的接
诊流程和绿色通道。

通知指出，各地要对重点人员落
实分级健康服务；各地急救中心（站）
应与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建立对
口协同服务关系，接到急救呼叫时优
先处置、及时派车；三级医院、城市医
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应充分利用互联网诊疗平台、远
程医疗服务平台等信息化手段，为养
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的老年人开展
线上健康评估、健康指导、心理疏导。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印发第
二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的通知》。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

用药药品包括奥美拉唑、人血白蛋白、
头孢哌酮舒巴坦等30种。《通知》要
求，各地要以规范临床用药行为、促进
合理用药为工作目标，对纳入第二批

目录的药品制定完善临床应用指南，
明确临床应用的条件和原则，加强合
理用药监管。

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

医药局于2019年6月发布了《第一批
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包
括神经节苷脂、脑苷肌肽等20种。《通
知》提出，对《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
理用药药品目录》中的药品纳入《第二
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
的，按照要求加强重点监控；对未纳入
第二批目录的，持续监控至少满1年
后可不再监控，以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水平持续提高。

第二批国家重点监控药品目录发布

《健康报》是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主管的，最具影响力的全国性

卫生行业报。主要宣传党的卫生
健康方针政策、报道医药科技进展
和健康防病知识，宣传卫生健康战
线的先进典型，为推动卫生健康事
业高质量发展，发挥出了行业宣
传主阵地作用，创造了良好的舆
论氛围。

2023 年，《健康报》补订工作正
在进行（邮发代号：1-20），欢迎广大
读者到当地邮局（所）继续订阅。

《健康报》可继续征订

扫一扫 观看视频报道

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
口岸恢复通关

1 月 15 日，因疫情停运近 3
年的广深港高铁福田至香港西九
龙段恢复运营，西九龙站口岸同
步恢复正常通关。图为乘警、列
车员喜迎旅客乘车。

中新社记者陈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