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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急诊急救“五大中
心”，提高救治效率

2021年 12月，射洪市人民医院
胸痛中心和卒中中心通过国家认证，
成为全市首家国家级“双中心认证”单
位。医院还持续强化创伤中心、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和新生儿
救治等五大中心建设，通过构建生命
抢救绿色通道，实现了院前急救和院
内救治的无缝对接，缩短了患者救治
时间，提高了抢救成功率。

“急诊科24小时运行，肩负着急
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任务。医院现已
实现院前、院内急救一体化服务，为

全市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
航。”据谢莉介绍，急诊科团队现有医
护人员 39人，其中医生 15人、护士
24人，高级职称人员6人、中级职称
人员5人。

近年来，胸痛中心平均每年介入
手术量达700余台，常规开展急性心
肌梗死介入治疗，减少急性心肌梗死
的致死率；DNT（从患者入院到静脉
溶栓）平均时间为28分钟。

2022 年，创伤中心共收治创伤
患者 1023 名，其中严重创伤患者
311名；创伤患者的手术开始时间由
入院后的两个小时缩短至 1个小时
内，提高了救治效率，降低了患者死
亡率。

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医院引进
射洪市首位神经医学博士；卒中中心

独立开展治疗性介入手术，2022年共
开展手术 136 台次（三级手术 78台
次、四级手术58台次）。

目前，医院神经中心可开展微创
介入治疗的病种包括动脉瘤、动静脉
畸形、急性脑梗死取栓、各类狭窄性支
架植入术、脑血管慢性闭塞开通术等。

2021年4月，医院成立产科危重
孕产妇多学科诊疗团队，使涉及多系
统疾病的复杂、疑难病例能够得到更
加合理化、精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
诊治。

自危重孕产妇多学科诊疗团队成
立以来，紧急剖宫产时间（DDI）控制
在15分钟以内，并逐步缩短；成功救
治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子痫等
患者；两年来救治危重孕产妇100余
名，抢救成功率达100%。

让百姓在“家门口”看病就医

医院以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区域
检验中心、医学影像中心、远程心电中
心、远程病理中心、消毒供应中心）建设
为抓手，推进医共体成员单位信息互联
互通，持续做好检查结果互认工作。

2022年，医院为医共体成员单位
开展远程会诊1890次。医共体成员
单位依托远程医疗实现“基层检查、上
级诊断”，促进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极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谢莉表示，作为医共体建设与分
级诊疗的关键一环，县级医院与地市

级医院的医学检验中心通过不断提升
“硬实力”，保障当地居民实现“小病不
出村，大病不出县”。过去，由于医疗
技术的落后与相关人员的缺失，乡镇
卫生院只能做一般性检查，不能满足
需求的患者只能搭乘公交车到县城医
院就医。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
展，以及医共体建设的持续推进，射洪
市区域医学检验中心与各级医疗机构
相关数据实现互联互通，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完成检查检验。

五大资源共享中心的建设达到了
“多方共赢”的目标：对于患者而言，做
检查不用出乡镇，在村卫生室就可以
完成采样，随后，患者可以收到高质量
的检查报告，费用还是按照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的标准收取，降低了时间和
经济成本；对于医共体单位而言，区域
检验中心开展了新业务，提高了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治疗水平；对于射洪
市人民医院而言，助力提高区域检验
中心的能力，提升了效益，减轻了医保
负担。

谢莉表示，作为县域卫生健康事
业的“守门人”，射洪市人民医院引领
区域医疗服务向更高水平发展。接下
来，医院将继续提升重点专科建设能
力，整合内外部医疗资源，以中心化建
设持续推动县医院高质量发展。

（霍涛 汪妍宇）

四川省射洪市人民医院：

“千县工程”助力区域诊疗提档升级
面对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新课
题”，四川省射洪市
人民医院院长谢莉
说道：“新时期，医院
要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坚持新发展
理念，要以满足县域
人民群众医疗服务
需 求 为 出 发 点 ，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 接 ，加 快 完 善 分
级 诊 疗 体 系 ，推 动
县域医疗机构进入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阶
段。县级医院是县
域医疗机构的龙头，
要强龙头，‘千县工
程’中心化建设是重
要抓手。”

管理者说

□通讯员 李谊 李兰馨
特约记者 黎军

“您有什么不舒服吗？近期
都吃了什么药？什么时候腿开始
肿的呀？”近日，在重庆市沙坪坝
区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
师郭富利在查房时发现住院患
者秦爷爷双下肢水肿，急忙上前
询问。

秦爷爷患有高血压病20多
年，因为血压控制不好入住陈家
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病区。

当郭富利了解到秦爷爷吃的降压药是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后，立即考虑他双
下肢水肿可能是药物不良反应。郭富
利与秦爷爷的主治医生一起查看秦爷
爷的各项检查指标后，建议医生给秦
爷爷更换降压药。换药两日后，秦爷
爷的双下肢水肿基本消失了。

据悉，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于 2023 年 1月启动临床药学服务。
药师从查房入手，发现解决临床用药
实际问题，增进了临床药师与医师
之间、临床药师与患者之间的沟通
交流。

“我结合近几个月中心住院患者

的用药特点，针对输液配伍、抗生素
和糖皮质激素的使用、药品用法用量
选择、超说明书用药等问题，与每位
临床医生深入交流探讨，并针对医护
人员的提问做了详细的解答。”郭富
利说。

据了解，除积极开展临床药师查
房工作之外，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依托医联体建设，邀请医联体上级
单位沙坪坝区陈家桥医院具有丰富临
床药学经验的专家每周定期到中心教
学指导，带领药剂科人员开展临床药
学服务工作，并进行科内授课。双方
协议共建了沙坪坝区第一个社区药学

工作室，将药师全部纳入家庭医
生团队，在社区宣教活动中发挥
药师专长，开展用药科普宣传。

陈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王显君说，该中心通过开展临
床药学服务工作，转变了药师只
从病历和处方中评价药物使用
合理性的工作模式，提升了药师
的职业认同感。同时，临床医师
通过听取药师的合理用药建议，
制订更加适宜的用药方案，为患
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经济的用
药服务，减少了药品不良反应的
发生。

基层药师也查房

□特约记者 孙建国
通讯员 潘虹

“硝酸甘油片放在窗台被阳
光直射会失效，正确的储存方
法应该是避光、低温、密封保
存。”近日，北京市怀柔区龙山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药师

们走进了辖区老年慢病患者家中，指
导家庭小药箱的管理，并开展老年患
者的慢病治疗依从性、健康素养调查
工作。

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
症、冠心病等多种慢性病，姜叔叔用药
品种多达12种，卧室桌子上、窗台上
随处可见药瓶，且没有固定存放地点
和收纳。药师们马上提醒姜叔叔，这

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经过依从性调查，药师还发现姜

叔叔经常忘记吃药，每天吃药都需要
老伴提醒。糖尿病用药只服用了阿卡
波糖片，导致空腹血糖控制不佳。考
虑到是药物治疗不足，跟姜叔叔沟通
后，药师建议他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糖尿病专病门诊就医。

调查完成后，药师还赠送给姜叔

叔分装小药盒和切药器，并提醒
姜叔叔可以将一周所吃的药品
放在小药盒里，这样就不会忘记
吃药了。针对糖尿病，药师还详
细介绍了糖尿病各项指标、并发
症的预防以及合理饮食和运动
对降糖的帮助，并发放血糖监
测记录本，方便姜叔叔记录掌
握血糖情况。

家庭用药有人教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贾志海 肖
建军 通讯员吴寅莹）近日，河北省卫
生健康委召开2023年中医药工作会
议暨第三届河北省名中医表彰大
会。会议提出，实施“三大基层行
动”，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取得更大
发展。

据介绍，河北省将实施县级中医
院“量质齐升”行动，进一步强化中医
重点专科、急诊急救、特色康复、治未
病等能力建设，着力打造一批既能治
病也能救命，中医有特色、西医不逊色
的三级县级中医院；实施基层中医药

“星火”行动，以国医堂为代表的中医
药服务网点是遍布基层的星星之火，
力争全部国医堂达到国家新颁能力提
升建设标准；实施基层中医人“守土”
行动，持续加强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

大力推行“县管乡用、轮流派驻”，落实
中医专业农村订单定向培养政策，确
保“乡乡有堂、堂堂有医”，让群众就近
就能看上好中医。

此外，河北省中医药工作将聚焦
“四个聚力”。聚力龙头带动，提升2
个国家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合作与服务
水平，推动雄安新区国家中医医学中
心项目选址落位，发挥好10个国家中
医特色优势专科辐射带动作用；聚力
深化改革，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服务
价格调整等方面取得实效；聚力中西
医协同，推动2个国家中西医协同旗
舰医院建设试点高标准设计开工，深
化综合医院中西医协同机制和多学科
诊疗体系建设；聚力深化内涵，深入推
进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中
医经典病房建设试点项目。

河北

实施中医药“三大基层行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姚琳近日从广
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了解到，该
自治区已建成11个国家级健康县区，
命名62个自治区级健康县区。

广西积极打造居民身边的健康教
育科普宣传阵地，大力开展“健康细
胞”建设。截至2022年年底，广西累
计建成健康家庭129611户、健康村
（社区）2171个、健康学校3277个、健
康促进医院 857 个、健康机关 1834
个、健康企业364个、健康主题公园
92个、健康步道107条。

据介绍，广西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建立公共政策健康审查机制。自
2012年起，广西每年开展居民健康
素养监测，全自治区115个县（市）均
有监测点。广西还建立自治区级广
西健康科普资源库和省市县 3级广
西健康教育科普专家库。广西利用
当地特色山歌文化，将健康知识传播
融入山歌传唱当中，先后在10余个
健康县区组建健康山歌传唱模式。
自2019年起，广西每年定期开展“壮
族三月三·健康春之声”健康文化宣
传服务月活动。此外，广西通过健康
学校建设，结合传统体育项目与少
数民族特色体育项目，充分调动青
少年积极参与体育健身，促进其身
心健康。

广西建成11个
国家级健康县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宋迪文 通
讯员陈容焕）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卫生
健康委获悉，该市249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全部规范设置中医馆，具备
多元化中医药服务能力，社区已逐
渐成为上海中医药服务的主力军和
主阵地。

据介绍，一批批中医特色服务品
牌在上海市相继涌现，宝山区淞南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白癜风、脱发中
医药特色专病，北蔡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口疮专病，高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不孕症专病，彭浦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小儿推拿等均获得良好口
碑。尤其是，浦东新区积极探索中医
药发展模式与机制创新，所有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立以中医全科为主，兼
顾中医专病专科的“全专结合”中医全

科诊疗服务新模式，具有区域设置一
体化、功能多元化，中医人才队伍全专
复合化，诊疗流程便捷化、温馨化等特
点，进一步提升了中医临床疗效，解决
社区居民就医难的突出问题。作为上
海市中医药融入家庭医生服务试点
区，静安区同步推进中医药与家庭医
生制度建设，开展诊间签约、中医药服
务全程信息化记录，将中医药临终关
怀融入家庭医生服务。

此外，上海市以名中医和中医医
联体建设为依托，持续加强基层名老
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开展海
派名医社区师带徒，培养出一批批全
专结合型基层中医药骨干。目前，该
市有116名基层中医骨干人员在中医
医联体牵头三甲医院双聘，打通了基
层中医药人才柔性流动途径。

上海

社区中心全部规范设中医馆

宁夏首个
市级专科联盟成立

本报讯 （通讯员邵群鹏 特约
记者陈群）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
市骨科、儿科、泌尿外科、呼吸疾病、消
化系统疾病、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专科
联盟签约揭牌仪式在中卫市人民医院
举行。该联盟由宁夏中卫市人民医院
牵头，是该自治区内成立的首个市级

专科联盟。
该联盟的成立，为中卫市卫生健

康医疗专科发展搭建了合作交流平
台，也进一步推动了区域医疗联合体
建设。中卫市人民医院将发挥人才、
技术、设备、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成
员单位提供技术帮扶、业务指导、专科
建设、人员培训、新技术新业务推广，
实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区域内共享，
帮助成员单位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满足当地居民就医需求，弥补基层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方面存在的短
板，提高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一体
化管理、同质化服务、均衡化发展等
的水平。

四川启动首届
“健走天府·万步有约”

本报讯 （喻文苏）5月11日，首
届四川省“健走天府·万步有约”活动
在自贡市富顺县启动。此次活动全
省共有 152个县（市、区）、25300 余
人参加。

启动仪式上，该省疾控中心主任
吴先萍发出倡议，提出要主动关注健
康、维护健康，提升健康素养，养成健
康生活方式；要主动传播健康知识，
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与宣传
员；要带动亲人与朋友参与健走活
动，做到“日行一万步，吃动两平衡，健
康一辈子”。

据了解，四川省近年来大力推进
健康四川行动，组织开展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行动、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等10
余个慢性病防控相关专项行动，慢性
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5月15日，浙江省瑞安市，残疾人在瓯窑非遗馆参加“共富工坊 助
残送富”就业创业培训班。残疾人通过学习瓯窑制作工具的使用、原材
料的选取、加工、制作等方面技艺，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和就业能
力。培训班由瑞安市委组织部、瑞安市残联联合举办。图为老师在培
训班上为残疾人讲解瓯窑制作要点。 孙凛摄

助残送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