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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动态

□通讯员 麦丽霞
特约记者 朱琳

受台风“海葵”残余环流影
响，近日，广东省多地发布暴雨
红色预警，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市
桥老城区的南方医科大学附属
何贤纪念医院被水包围。为了
守护一方百姓平安，该院照常开
诊，不少医务人员涉水步行上
班，坚守岗位。

9月8日，番禺区出现严重水
浸情况，但何贤纪念医院的医务
人员仍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

“我预约今天做无痛胃肠镜，
昨天已经吃了泻药，市区暴雨水
浸严重，以为今天做不了，没想到
医护人员准时到岗。睡一觉醒
来，发现无痛胃肠镜已经做完
了。”王阿姨说起这次就医经历，

颇为感动。
为减少患者的等候时间，该院

内镜中心工作人员中午不休息，从
8时一直奋战至 16时，共完成 58台
胃肠镜检查。这 58 台胃肠镜检查
的背后，是一位位尽心尽责的医护
人员。

该院消化内科主任李康和护士
长单清艳一早就赶到医院协调工
作。“番禺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考虑
到安全问题，我们今天逐个电话联系
已预约胃肠镜的患者。很多患者已
经做好了肠道清洁准备，不愿再吃一
次泻药，坚持过来做胃肠镜。我们提
醒他们注意安全，可以等雨小一点再
过来。很多患者是上午10时、11时
到医院，一直处于空腹状态，为了不
让患者等太久，我们内镜中心中午不
休息，坚持为所有来院的患者做胃肠
镜检查。”李康说。

住在天河区的居民李女士因为

下雨和交通拥堵的关系，到医院时
已是 15时，看到医生仍在等着为她
做胃肠镜检查，心里暖暖的，尤其
让她安心的是，“这里技术和服务
都很好”。

当天，一些手术急需用血，而送血
车辆因严重水浸影响、交通受阻，进不
了医院。在危急关头，该院急诊医学
科护士长谭秀新和配送员林远祥冒着
大雨，蹚着深深的积水，从医院一路步
行至停靠在路边的送血车取血。拿到
取血箱后，谭秀新和林远祥顾不上浑
身湿透，将取血箱紧紧护在身边，立即
再次涉水原路返回，顺利将血送至检
验科。

“还有一台送血车熄了火，我们只
能用行政车从血站运送血来医院。怕
配送员不认识司机，也担心他路上出
安全问题，我和他结伴出发，争取在最
短时间内将血送到检验科，让患者及
时输上血。”谭秀新说。

为了患者能做上胃肠镜、用上血……

□特约记者 蒙正平
通讯员 叶正青 张银钿

受台风“海葵”影响，9月7日
至9日，广东省佛山市出现今年
以来最强降水。极端降雨天气
下，佛山市卫生健康系统第一时
间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坚决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在紧急救治方面，市区两级
7 支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队
伍、6支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
伍共200余人随时待命。医疗机
构开辟绿色通道，全力做好孕产
妇，血透、放化疗等人群的医疗服
务保障工作，满足群众基本就医
需求。据统计，9月8日至9月9
日22时，佛山市直各医院共接诊
74259 人，其中孕产妇 2245 人
次、血透患者1030人次、放化疗
患者68人次。

为保障救护车出诊效率，佛
山市“120”安排专人与公安、消
防联动，使急救绿色通道畅通；设
置临时调度点，对受暴雨影响较

严重区域内需紧急救治的患者，采取
救护车—消防车—冲锋舟联合接力运
送的方式，实现及时救治。9月 7日
23时至9月8日19时，“120”共派车
340次，救治患者231人。

9月 8日下午，该市南海区第四
人民医院接到通知，为防范台风期间
可能出现的山体滑坡安全隐患，要求
迅速协助樵晋老人院撤离在院老
人。当天，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院长
陈生率工作人员，分 6 批次紧急出
车，于18时前顺利将30名老人及10
名工作人员平安转移。

强降雨天气后，佛山市疾控、卫
生监督、爱卫等部门迅速开展疾病监
测、生活饮用水监督、病媒生物防制
等工作，组织专业消杀队对辖区主次
干道绿化带、垃圾桶（站），以及下水
道、市场周边等容易滋生蚊虫的地
方，开展全方位灭蚊喷施药物消杀行
动。各级卫生监督机构分赴辖区各
集中式供水单位检查，对居民小区二
次供水设施开展巡查，保障供水水质
安全。

“在暴雨最大的9月8日这天，我
们出车13次，3分钟出车率在90%以

上。救护车涉水出动去接患者。救死
扶伤，一刻也不能等。不论是刮风还
是下雨，我们都会上。”佛山市二医院
急诊科主任黄永光说。

救死扶伤，一刻也不能等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拓展“云端”服务内涵

本报讯 （特约记者何丽平 通
讯员赖一琳）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以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为核
心目标，积极打造互联网医疗平台。
今年以来，该院开通242个“云科室”，
1725名专家“云端”坐诊，服务人次达
120万，检验检查预约10万余次，慢
病续方12万余份；建立32个互联网
多学科团队，完成线上多学科会诊
300例。

据介绍，该院打造以线上名医问
诊、慢病续方、线上入院申请登记为代
表的线上线下一体化就诊模式；开展
以护理上门服务、线上多学科诊疗为
代表的医护药技联动高质量服务；探
索以专家个人门户、慢病健康随访、专
属患者群管理为代表的医护患线上互
动新体验；构建以专病联盟、医联体远
程会诊、药品处方流转中心为代表的
多业态服务生态圈。

湖北省中医院
推出“杏林红”志愿服务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梦 通讯
员万凌翔）“幸好在家门口遇到了您，
不然我现在很可能已经去阎王爷那
里报到了。”近日，湖北省鄂州市葛店
经济开发区站前社区居民刘先生握
着湖北省中医院（湖北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老年病科副主任医师王颂杨
的手，连声感谢。不久前，刘先生在
该院“杏林红”志愿服务进社区义诊
活动中查出了冠心病，及时进行了手
术治疗。

湖北省中医院党委书记、“杏林
红”志愿服务项目负责人陈刚介绍，

“杏林红”志愿服务项目是通过党建结
对强业务的合作，将中医药优势医疗
资源引进社区，让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省级三甲中医院的优质中医药
服务。

据了解 ，2021 年 至 2022 年 ，
“杏林红”志愿者共开展了 330 次
志愿服务，为3.3万名群众送去了中
医药服务。今年上半年，“杏林红”
志愿服务队组织健康讲座、义诊、
医务社工服务等活动130次，服务2
万余人次。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举办第六届膏方文化节

本报讯 （特约记者曹哲）近日，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第六届膏方文化节
开幕。名医义诊、体质辨识、养生咨
询、膏方品尝、技法体验……丰富又健
康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参加。

在壮瑶医药膳、膏方品尝区，鸡血
藤甜酒鸡、壮味潜羊烩、五指毛桃当归
蛋等养生药膳香气扑鼻，五和养生膏、
颜如玉膏等膏方黑润稠厚，市民们纷
纷上前询问壮瑶医药膳及膏方的功效
与讲究。

在技法体验区、产品展示区及义
诊区，壮药药锤、壮药香囊、壮药小儿
寒感药浴方等特色产品，壮医水蛭、壮
医药物竹罐、壮医锤痧、壮医经筋等特
色疗法，引来不少市民排队体验。还
有不少人来到义诊台前，请专家把脉
开方，定制属于自己的膏方。

据悉，本届膏方文化节还邀请了
中小学师生、印度及巴基斯坦留学生
代表参加。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记者
从河南省南阳市医疗保障局获悉，从
本月起，南阳市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
点，以满足老年人等群体对居家医疗
服务的需求。同时，南阳市规范完善
居家服务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新增

“上门服务费”项目，修订“家庭病床建
床费”，取消“家庭巡诊”“围产保健访
视”“传染病访视”“家庭病床巡视”“出
诊费”5个项目。

据介绍，家庭病床服务以具备相
关资质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主体，
其他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可参与家庭病床服务。家庭病床服务
对象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符合住院
适应证的长期卧床、行动不便且符合

以下情形之一的患者：脑血管意外瘫
痪需进行康复治疗的；长期卧床并发
呼吸、泌尿、消化等系统感染或压力性
损伤的；需要长期吸氧或者使用无创
呼吸机的严重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糖
尿病足患者，糖尿病或其他疾病合并
肢端坏疽的患者；骨折牵引固定且长
期卧床的；处于疾病终末期需支持治
疗的；符合住院适应证的65岁及以上

合并多种慢性病需规律治疗、到医院
就诊确有困难的患者。

按照要求，医疗机构为患者提供
上门医疗服务，采取“医药服务价格+
上门服务费”的方式收费，不再以“上
门+某服务”的方式设立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提供的医疗服务、药品和医用
耗材，适用医疗机构执行的医药价格
政策。家庭病床建床费为每次78元，

每建床周期限收取1次，且与上门服务
费不能同时收费，医保支付按甲类报
销。医疗机构为家庭病床建床患者提
供上门服务的，上门服务费为每人每
次36元，医保支付按乙类报销，首付比
例为20%。医疗机构为非家庭病床建
床患者提供上门服务的，上门服务费
由医疗机构综合考虑服务半径、人力
成本、交通成本等自主确定。

河南南阳启动“家庭病床”服务试点

“海葵”来袭 他们在坚守

（上接第1版）
“通过胸痛中心和县域一体化急

救体系建设，我们实现了‘人不动信息
动，患者不动医护动’，为急危重症患
者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成县人民医
院护理部副主任、胸痛中心办公室主
任李立说。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张浩介
绍，截至今年上半年，甘肃省86个县
（市、区）建成胸痛中心63家、卒中中
心80家、创伤中心53家、危重孕产妇
救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各
87家。

资源共享上下一体

为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
下沉，甘肃省积极推进县级医院建立
检验、心电、影像、病理等资源共享中
心，推进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检查
检验互联互通，实现“乡检查、县诊断、
乡治疗”。

3年前，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成
立辐射全市的区域医学影像中心。该
院放射科主任聂立勋介绍，中心每年
对乡镇卫生院放射技术人员进行拍片
和影像诊断等技术培训。乡镇卫生院
拍的片子全部经会诊平台上传至玉门
市第一人民医院，由医院高年资医师
开具诊断报告。至今，区域医学影像
中心累计为乡镇卫生院会诊病例
1000余例。

记者在玉门市柳河镇卫生院看
到，一位患者拍完胸片后，20多分钟
就收到玉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诊
断报告。而在以前，患者到市里做检
查，需要往返40多公里。

聂立勋介绍，由县级医院牵头设
立的县域检验、心电、影像、病理等中
心，通过采取专业培训、质量控制等

措施，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检
查检验能力，保障了检查检验的同质
化水平，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奠定了
基础。

张浩介绍，脱贫攻坚期间，甘肃省
各级财政筹措经费约13亿元，为服务
人口在万人以上的乡镇卫生院配备数
字X射线摄影机、彩超机、生化分析
仪、心电图机等设备。但是，乡镇卫生
院缺少合格的医疗放射技师和影像诊
断医师，影响了部分设备发挥作用。
甘肃省通过推行“乡检查、县诊断、乡
治疗”模式，极大缓解了这一难题。截
至今年6月，甘肃省已经有75个县全
面建成检验、病理、心电、消毒供应等
5 个县域资源共享中心，建成率达
87.2%。此举切实方便了百姓在家门
口就医，有效缓解了“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

紧密型医共体全面推进

去年，兰州新区将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列为医改工作“一号工程”，
选择新区第一人民医院和秦川中心卫
生院进行试点改革。今年，在全面总
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兰州新区将8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部纳入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范围。兰州新区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徐应全介绍，医共体对所有
成员单位实行行政、人员、财务、业务、
用药目录、信息等“六统一”管理。

兰州新区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吕军
介绍，医共体在每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打造两个特色专科，牵头医院定期

派驻专科医生下沉基层进行组团式帮
扶，并为基层上转的患者开辟绿色通
道；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医共体
联合康复病房，将急性病恢复期、术后
恢复期患者及时下转至基层继续治疗
和康复。

“医共体还成立公共卫生管理中
心，开展个性化慢病健康管理服务。”
吕军表示，针对家庭医生干预后病情
控制不理想的慢病患者，兰州新区第
一人民医院每月牵头开展一次集中诊
治，已累计服务慢病患者2000余人。

目前，甘肃省有国家和省级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 31 个。
2022年，该省在31个试点县中遴选7
个县深入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力
争取得突破、创出经验。

前不久，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组织
专家对近3年试点县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情况进行分析，分别提出整改提升
措施。“下半年，我们将总结试点经验，
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张浩说。

（上接第1版）
目前，苏璇所在的桃园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展的该项目，覆盖辖区内
11个居委会的4448名 65岁及以上
老年人。“通过早期摸底和建档立卡，
已将4346名老年人纳入家庭医生团
队管理，其中包括对150名失能及半
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以及为慢
性病老年患者提供季度随访等健康服
务。”苏璇介绍。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老年健康与
医养结合服务项目，有利于增强老年
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谈及未来，
一组数字给了范素文更多底气：
2022年，河北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血压测量
649.34 万人次、末梢血血糖监测
585.52 万人次、康复指导 413.84 万
人次，为高龄、失能、行动不便老年
人提供上门服务121.42万人次；该项
目已覆盖全省 1962家乡镇卫生院、
338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覆盖
率达100%。

当得知此项目荣获2022年全国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
时，范素文说：“将继续探索医养结合
服务新路径，并将服务重点放在家庭
和社区，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提供
更多健康支撑。”

傍晚时分，滹沱河沐浴在金色的
余晖中，显得格外温暖。王阿姨说，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的
上门服务，解决了老父亲就医、护理、
用药等难题，老人一旦有不适，打个电
话就有医务人员上门服务，省时省力
更省心。

滹沱河畔
映照最美“夕阳红”

“血脉”相通，促县域一体

9月8日，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转移樵晋老人院里的老人。

9月 8日，佛山市南海区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官窑院区救护
车冒雨涉水接运患者。 本版图片由佛山市卫生健康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