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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杨望英
特约记者 何爱军

5月15日8时43分，鸣笛音
响起，待命的湖北省孝感市孝南
区肖港中心卫生院急救站司机张
代黎条件反射般站起来。“要出车
了！”他疾跑至站前的急救车边。
这时，孝感市中医院下派到肖港
急救站的医生黄贤、护士杨佳莹
已等候在副驾驶室外。集结、就
位，3分钟内，急救车驶离车位。

从院区到镇里的最南端，9.9公里
路程，张代黎熟练地驾驶救护车，一路
导航赶到农二村三屋堤84岁的殷婆
婆家。从“三人团”下车到把婆婆搬运
上车、发车，共计 2分 47秒。其间，

“三人团”紧张有序地完成病情评估、
确定转运意向、告知相关事项、初步判
断与宣教等工作。殷婆婆的家属表
示，老人如厕时头昏着地，没有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史。

救护车高速行驶、采光受限，考验
着杨佳莹接下来的操作——给氧、心
电监护、静脉穿刺。“每次运动状态下

进行穿刺前，我都要抬头望一下前面
的路况，这是来急诊后老师告诉我
的。”杨佳莹说。只见留置针已刺入皮
肤，穿过皮下，待救护车不再那么颠
簸，她趁机出手。一瞬间，针头顺利进
入血管。

9时39分，救护车到达孝感市中
医医院急诊科，殷婆婆被安置在临时
留观病床。和值班医生交接完毕，“三
人团”马上返程。

返程的路上，“三人团”又收到新
任务——去离镇区6.3公里的保三村
卫生室接一位出现过敏反应的患者。

从“三人团”下车到把患者接上车，短
短1分钟时间内，黄贤就患者病情、使
用药物、过敏状态、应急处置情况等与
村医完成了交接。

29岁的黄贤是中医内科学硕士
毕业的，做院前急救工作后，经历了
很多紧急时刻。4月30日晚，急诊科
来了一位45岁的患者。“患者胸口疼
痛剧烈，一系列检查迅速进行，2分钟
完成心电图，结合辅检D-二聚体、心
肌三项，主任和我排除患者心梗、肺栓
塞的可能，将其初步诊断为凶险程度
很高的主动脉夹层，随时有破裂出

血、危及生命的可能。”初诊及时
无误，患者得以顺利转往上级医
院治疗。

5月 16日，又是黄贤、杨佳
莹在肖港站的当班日。9时许，
肖港镇蒋砦村70岁的老人蒋清
如走进“120”调度室。原来，4月
26日，老人二度脑梗，经侄子拨
打“120”，紧急送医后转危为
安。如今，老人谈吐自如，来院对
医务人员表示感谢。他激动地
说：“肖港有了急救站真是好！要
不然我早捡把子（死）了！”

奔跑的“三人团”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苗军

“你好，是河南省血液中心血
型研究室吗？我们是郑州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输血科，这里有一位
孕31周宫内新生儿溶血病胎儿，
急需进行胎内换血治疗。”

“你好，我们是郑州颐和医
院输血科，这里有一位 89岁腰
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因消化道出
血和全身感染，生命垂危，急需
输血。”

“你好，我们是河南省胸科医院输
血科，这里有一位60岁心房黏液瘤急
需手术患者，手术用血量大，术前交叉
配血不合，无法备血进行手术，请给予
支援。”

5月23日上午，河南省红十字血
液中心血型研究室连续接到3家医院
的急诊筛血申请，需要用血的3位患
者个个情况危急。但医院输血科通过
交叉配血无法找到合适的血液，急需
血型研究室协助进行检测，为患者筛
查相适配的血液。

接到医院血样后，血型研究室立
即进行紧急检测。初步实验发现，3

名患者自身抗体、多次输血史、疾病
史、用药史和治疗情况的影响，对输血
前的鉴定试验造成极大干扰，为给患
者筛查到相容的红细胞造成了极大困
难。如果为患者选择盲配血液，有可
能造成潜在的输血风险及同种抗体的
产生，一旦引起输血性溶血反应，后果
不堪设想。

时间就是生命！血型研究室全体
工作人员齐装上阵，与时间赛跑。

从接到血样开始，他们连续工作
到深夜，反复做了 100 余次不同实
验，最终鉴定出胎儿是M血型系统
的新生儿溶血病，腰椎压缩性骨折患

者产生了P血型系统的抗体，心房黏
液瘤患者产生了 M 血型系统的抗
体，均为比RH阴性“熊猫血”更为稀
有的血型。

原因查明后，接下来就要进行关
键的一步——输血治疗。考虑到3位
患者的病情，为了尽快让患者用上合
适的血液，血型研究室继续奋战，又筛
查了300多个单位的血液，最终为患
者分别成功筛选出ABO、Rh、M、P血
型系统抗原相匹配的血液，并紧急发
往医院。至此，血型研究室的工作人
员才松了一口气。

为患者进行急诊筛血对河南省红

十字血液中心血型研究室来说是
经常发生的事情。

科室负责人马晓莉说：“血型
鉴定和筛查配血直接关系到患者
的生命安全，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我们都会争分夺秒、尽心尽责，全
力以赴保障临床患者用血安全。”

据了解，仅2022年，河南省
红十字血液中心血型研究室先后
为省内23家医院进行特殊病例
患者的紧急筛血，累计鉴定抗体
1559人份，筛查血液数量 7652
单位，及时有效地为医疗机构解
决了输血难题。

“热血保障队”的一天

凡人医事

传播
中医药文化

6月5日，河北省
邯郸市中医院王玲
玲健康小屋团队来
到该市丛台区袁庄
小学，现场教同学们
制作中医药香包，传
授中医药知识，传播
传统文化。

特约记者李湛祺摄

西安

婴幼儿照护服务
知识宣传花样多

本报讯 （特约记者梁媛 通讯
员孙舒奇）近日，陕西省西安市以区县
为单位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知识宣传
月活动。活动中，该市各区县主动策
划，根据自身实际精心组织，开展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该市莲湖区以“科学照护 健康成
长”为主题，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托育机构优势，开展宣传活动；雁塔区
以“安心托育 健康成长”为主题，广泛
宣传三孩生育政策和科学育儿知识；
高新区以“支持家庭生育养育 呵护婴
幼儿健康成长”为主题，开展育儿知识
进社区活动；未央区、灞桥区以“推进
托育服务发展 呵护婴幼儿健康成长”
为主题，宣传推广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政策和健康知识；阎良区、高陵
区通过家长课堂、宣传栏等形式，向婴
幼儿家庭宣传托育服务理念和育儿知
识；西咸新区、国际港务区以“普惠托
育共同行动”为主题，帮助家长全面了
解托育、信任托育、参与托育、支持托
育，为托育服务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
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

成都

日间手术质控中心
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近
日，四川省成都市日间手术医疗质量
控制中心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成
立。该中心将承担全市日间手术发展
规划、章程制度建设以及专家库组建、
质控指标设立等任务。

据悉，中心的成立将进一步为患
者提供高效、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通过日间手术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
降低相应医疗费用。中心加强合作与
交流，共同推进全市日间手术水平上
新台阶，实现日间手术规范化、同质化
的高质量发展。日间手术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也是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继成
都市风湿免疫医疗质量控制中心、成
都市老年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之后承
担的第三个市级质控中心。

太原

胎盘植入性疾病
诊疗中心挂牌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蕾）日前，
山西省太原市胎盘植入性疾病诊疗中
心挂牌仪式在太原市中心医院（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太原医院）举行。挂牌
仪式后，相关专家就胎盘植入性疾病
进行了线上线下学术研讨。

太原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张泽表
示，太原市胎盘植入性疾病诊疗中心
将依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专业
优势，建立健全胎盘植入性疾病诊疗
规范、临床路径，统一质控标准；建立
多学科诊疗团队，规范胎盘相关疾病
的预防、孕期监测、诊断及治疗，提高
分娩前早期确诊比例，减少孕产妇不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有计划、有重点、
有步骤地开展业务培训，加快培养骨
干人才和青年团队，着力提升全市妇
产科危重疾病的临床救治能力；密切
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联系，下移工
作重心、下沉优质资源，用一流的环
境、一流的设备、一流的技术为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通讯员 仲启新 张勋
特约记者 程守勤

“周末出来散步，逛个‘急救地
摊’，学到了急救技能，划算。”家住江
苏省宿迁市宿城区通和桂园小区的居

民罗如意开心地说。
5月20日是个周六，晚6时许，宿

迁市宿城区双塔公园人流如潮。在公
园门前，围有一圈人，该市卫生健康委
组织市救护中心、市第一人民医院门
急诊党支部先锋志愿者开展的夜市

“急救地摊”培训活动正在进行中。急

救先锋志愿者带着模拟人、急救宣传
单等来此摆摊设点，为市民开展急救
技能培训。

“我们利用周末时间在人群聚集
的公园绿地摆地摊，现场讲解心肺复
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知识，现场
模拟急救场景，手把手教授急救技能。”

宿迁市救护中心急救培训师王辉说。
“在培训师的指导下，我练了几把

心肺复苏，按流程下来，还真有点吃不
消，终于知道急救人员工作的辛苦，这
劳动强度真是挺大的。”家住树人花园
小区的居民钱燕说。

摆地摊培训急救技能是宿迁市卫
生健康部门进一步拓展卫生健康行业

“紫薇花开 医心卫民”“六大先锋行
动”为民服务措施的新形式，目的是在
普及院前急救知识技能的同时，提升
公众的安全健康意识和救助能力，倡
导“关爱生命 救在身边”的文明风尚。

江苏宿迁：周末夜市摆出“急救地摊”

（上接第1版）
据介绍，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将持

续加强各级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
中心标准化建设与管理，落实救治中
心、助产机构与院前急救、血液供应等
机构的密切协作网络；充分发挥省、市
级抢救中心的技术优势和专家组的专
业力量，对县、区级危重孕产妇分片包
干，不断完善转诊流程和绿色通道，加
强高危孕产妇分级管理的执行，强化
助产机构严格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
度”，为孕产妇织牢织密安全防线。

护佑儿童健康

有治有防，相得益彰。

北部战区总医院是东北地区最大
的心脏治疗中心，在复杂先天性心脏
病治疗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2022年，辽宁省新增了新生儿先天性
心脏病免费筛查项目，并指定北部战
区总医院作为该筛查项目的省级质控
单位。

不久前，北部战区总医院迎来一
位通过免费筛查确诊的新生儿。该患
儿患有一种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完全性大动脉转位，该病约90%的致
死率让产妇及家属非常焦虑。经医院
孕产期母儿心脏病多学科专家团队的
一体化救治，患儿出生后仅40小时就
接受手术，转危为安。

目前，辽宁省每个市都确定了至
少1所儿童先天性心脏病诊断和治疗

机构，通过省、市联动和多学科诊疗
协作，不断完善先天性心脏病产前产
后一体化管理，更好地助力三孩政策
落地。

记者了解到，2022年，辽宁省已
实现了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
和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城乡全覆盖
目标，筛查率达98%以上。经筛查为
阳性的患儿能及时得到进一步诊断、
治疗和康复的接续服务。

作为省会城市，沈阳市在今年4
月出台政策，在沈阳市各级各类助产
机构出生的所有新生儿均可免费做多
种遗传代谢病串联质谱技术筛查。

2022年，沈阳市获得国家批准的
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
目。项目中的1.45亿元用于实施危
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急诊急救能力
提升和妇幼服务体系能力提升示范项
目。如今，沈阳市已全面建立妇幼健
康促进、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妇幼保
健服务体系。该体系以省妇幼保健院

示范引领，以市妇幼保健院为龙头，
以区、县（市）妇幼保健机构为骨干，
以各级各类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为
支撑，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
已实现全面覆盖。

光鲜数据的背后

辽宁省妇幼健康工作成绩斐然，
得力于高位推动、政策保障和技术支
撑。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妇幼处负责
人介绍，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
下，2022年，该省全面健全省、市、县
级妇幼保健机构，其中5所市级妇幼
保健机构实现与妇产（妇儿）专科医
院优质资源整合，健康服务能力实现
跃升。辽宁省把实施县级妇幼保健机
构特色专科建设纳入省政府民生实
事，提升基层妇幼健康服务能力，“云
上妇幼”远程医疗平台全面上线，妇
幼保健机构标准化建设向前推进了

一大步。
辽宁省妇幼健康政策措施不断

强化，始终与持续推进“健康辽宁
行动”共振。该省先后制订印发
《辽宁省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实
施方案（2021—2025年）》《辽宁省健
康 儿 童 行 动 提 升 计 划 实 施 方 案
（2021—2025年）》等，为全面、系统、
整体推进全省妇幼健康工作提供了
有力保障。

2022年，辽宁省除提前实现新生
儿遗传代谢病、听力障碍和先天性心
脏病免费筛查城乡全覆盖之外，还将
妇女“两癌”筛查范围扩大到全部乡村
人口及城市低保对象、城市特困、城市
低保边缘家庭适龄妇女，全年共免费
筛查31万人。同时，该省高质量完成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预
防神经管缺陷和基本避孕服务等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徐英辉表示，该委正在深入开展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按照省委、省政
府实施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三年行
动的决策部署，全力推进卫生健康工
作高质量发展，重点推进实施五大工
程,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连续、
便捷、满意的健康服务：强基础、建高
地，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布局工程；补短
板、强弱项，公共卫生服务提升工程；
弘传承、扬创新，中医中药强省工程；
强关怀、突重点，特殊人群健康保障工
程；抓统筹、建信息，数字健康智慧医
疗工程。

“到2025年，辽宁省将全力推进
一批妇幼健康省级重大项目，依托
东北唯一的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推动优质妇儿医疗资源扩容；完成县
级妇幼保健机构 160个保健特色专
科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妇幼健康服
务能力，让妇女儿童获得更完善的
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徐英
辉说。

辽宁妇幼健康高质量发展进入快车道

乌鲁木齐推进
医养资源共享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楠 刘青
夏莉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
木齐市卫生健康委、民政局、发改委等
12部门联合出台《乌鲁木齐市进一步
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从
政策支持、服务能力、人才建设等方面
共同推进实现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
源有序共享，在乌鲁木齐市建成功能
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医养结合
服务体系。

《方案》提出，对于居家养老的老
年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相关
要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老年
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和个性化医疗团队护理服务；鼓
励社会力量举办护理中心、护理院、护
理站，在医疗护理需求较大且资源未
覆盖的社区范围内，为有居家医疗服
务需求且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便利
的医疗护理服务。

《方案》提出，在自治区社区医养结
合能力提升项目工程基础上，改建一批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设施；推动医疗、养
老机构深入开展医养结合服务。养老
机构申请内部设置诊所、卫生所（室）、
医务室、护理站，取消行政审批，实行
备案管理。医疗卫生机构利用现有资
源提供养老服务，涉及消防、食品安
全、卫生防疫等有关审批环节，优化工
作流程，实现“最多跑一次”。

《方案》明确提出，公立医疗卫生
机构在内部绩效分配时，对完成居家
医疗服务、医养结合签约等服务较好
的医务人员给予倾斜；鼓励积极挖掘
各类医务人员充实家庭医生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