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藏定日抗震救灾一线见闻

本报讯 （记者杨世嘉）1月
7日9时5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定日县措果乡附近发生6.8级
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1
月8日10时，地震已造成126人
遇难，188人不同程度受伤；目前
有407名被困人员获救。

地震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

委立即进行部署，迅速了解灾情和人
员伤亡情况，目前已紧急调派北京协
和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队重症医学、骨科和急诊科
等专业专家赶赴地震灾区，并要求周
边省份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做好救
援准备。

国家疾控局立即联系西藏自治区

疾控局了解相关情况，迅速派出国家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西藏）整建
制赶赴灾区；组派国家疾控局工作组
于当日赶赴灾区；组织中国疾控中心
开展地震灾区灾后公共卫生风险评
估；要求青海、云南等省承建的国家
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做好随时派
出准备。

国家中医药局立即进行部署，迅
速了解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目前已
紧急调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
医院、四川省骨科医院中医急诊和骨
伤等专业专家赶赴地震灾区，并要求
国家（四川）中医紧急医学救援队做好
救援准备，根据需要随时支援。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

响应，现已紧急调拨两批棉帐篷、
棉被、保暖冲锋衣、折叠床、赈济
家庭包（箱）等救灾物资共计
8900件（套），用于支持灾区做好
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据悉，当地现已统筹调集部
队、公安、武警、消防、森林消防、边
境管理以及党员干部、普通民众共
14668人参与抗震救灾工作。西
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定日县三级
共派出医疗救助队伍26支581人、
救护车107辆开展转运救治工作，
受伤人员全部收治，1名重伤员转
运至自治区级医院治疗。

受伤人员全部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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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人才短缺这个
最大短板

“象州县整体人口较少，常住人口
只有28万人，加之乡镇卫生院基础设
施相对落后，很难吸引人才。因为缺
少人才，乡镇卫生院技术服务能力难
以提升，而且这里距离经济发达的柳
州市较近，一些患者就直接到柳州市
看病了。”象州县石龙镇中心卫生院院
长覃旺友表示，这一状况在象州县推
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后得到了有

效缓解。
位于象州县西南部的石龙镇，地

处象州县、武宣县、来宾市兴宾区以及
柳州市柳江区4个县区交界，同时该
镇紧邻国道，交通便利，石龙镇中心卫
生院服务全镇和来宾市三江口工业园
区常住人口4万多人。便捷的交通容
易造成辖区内患者外流。要解决这一
问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是关
键。覃旺友认为，人才是制约乡镇卫
生院发展的最大短板。

在深化医改的背景下，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成为了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的重要途径。2019年，象州县
被列入国家级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试点县。象州县整合县人民医院、县
中医医院、县妇幼保健院3家县级医
院以及11家乡镇卫生院，成立象州县
公立医院总院。自2020年以来，县公
立医院总院探索对全县14家公立医
疗机构实行人事、财务、资产、业务、药
械、绩效考核的“六统一”管理模式，将
县、乡两级医疗技术人员进行统一调
配，增加人员的柔性流动，确保每家乡
镇卫生院持证医师均在5人以上，以
有效解决基层技术力量薄弱、专业技
术人才缺乏问题。

“通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卫生院实现了与县级医院人才资源的
共享，显著提升了卫生院的专科服务
能力，其中口腔科的发展尤为突出。”
覃旺友介绍，在过去，卫生院的口腔科
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在医共体的框
架下，上级医院派驻学科专家到卫生
院进行为期1～2年的帮扶工作。这
些专家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
和理念，还通过临床带教、病例讨论

等方式，帮助卫生院培养人才。在专
家的帮扶下，卫生院口腔科如今已经
能够开展牙体牙髓病、牙周病等常见
病的诊治，满足了当地居民就近就医
需求。

通过人才资源的共享和技术的帮
扶，卫生院迅速吸引患者回流。当地
患者愿意到石龙镇中心卫生院就诊，
不仅因为这里的技术服务水平显著提
升，还因为这里的就医环境更加温
馨。自2023年以来，卫生院先后投入
400多万元，对医院就诊环境进行整
体改造。如今，卫生院环境干净整洁，
科室设置更加合理，就诊流程更加便
捷，患者就诊满意度不断提升。

“根据医保部门的统计，辖区
2024年有20%以上的患者回流到卫
生院就诊，医院的门诊量、住院量以及
手术量均实现了大幅增长。2021年
门诊量只有3.8万人次，2024年预计
将突破 5万人次；住院量 2021 年是
1900 多人次，2024 年预计将突破

5000人次，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覃
旺友说，石龙镇是一个工业重镇，随着
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入，预计未来
辐射人口将超过10万人。如今，有县
公立医院总院给予长期帮扶，随着医
共体建设的深入推进，相信卫生院服
务能力将有更大的飞跃和提升。

聚焦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来宾市
正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契机，
加快县域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扩容下沉
和均衡布局，推动人员、技术、服务、管
理4个下沉，通过长期派驻、巡回医
疗、远程协作等形式提升基层服务能
力，使更多的常见病、多发病能够在县
域内得到解决。

据统计，自2024年以来，该市二
级及以上医院共下沉业务骨干 287
人，指导县、乡两级完成手术2189台，
培训12992人次，开展教学查房1365
次、远程医疗1183例次，完成基层检
查、上级诊断9408人次，帮助基层开
展新技术、新项目80余项。

来宾：基层医疗服务焕新颜 第25批援卢旺达
中国医疗队“上岗”

本报讯 （特约记者柴羽佳 通
讯员林晓彬）近日，第25批援卢旺达
中国医疗队抵达当地，与第24批医疗
队在马萨卡医院完成交接。内蒙古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萨仁其木格
带队深入了解队员工作和生活情况，
并调研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建设等工
作内容。

据介绍，第24批援卢旺达中国医
疗队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开展疝治疗、
无痛分娩、日间手术门诊、骨科创伤和
疼痛治疗门诊等新技术和新项目，推
动成立6家医学中心；首次开设医学
汉语工作坊，为中卢两国的医疗和文
化交流搭建新桥梁。

中国医疗队成功救治
危重产后出血产妇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翼飞）当地
时间2024年12月14日一大早，阿尔
及利亚汉什拉妇产医院，刚刚查完房
的第28批援阿尔及利亚中国医疗队汉
什拉分队医生焦顺接到紧急电话，被
告知有一名危重产妇刚刚从外院转诊
而来，情况万分危急。焦顺飞奔至门
诊，发现患者脸色苍白，血压仅有70/
40毫米汞柱，心率高达140次/分，便
迅速将患者转入手术室展开抢救。

“患者是一名高危产妇，第7次分
娩，刚刚生产了一名巨大儿。胎儿娩
出后，产妇出现产后出血，失血量超
1000毫升。”外院医生的介绍，让现场
的医务人员更加紧张。尽管外院医生
已经对患者进行了宫颈裂伤缝合，但
依旧无法止住出血，外院医生判断“情
况十分紧急，患者可能出现致命的羊
水栓塞！”出于对中国医疗队的信任，
外院医生第一时间将患者转至中国医
生所在的汉什拉妇产医院。

焦顺立即向中国医疗队汉什拉分
队队长郭娟娟报告。郭娟娟和医疗队
队员魏丽闻讯后火速赶到。郭娟娟通
过仔细检查，很快发现产妇出血的真
正原因并非羊水栓塞，而是子宫损
伤。在确定原因后，医疗队队员协同
作战，迅速完成缝合和止血手术。

据悉，第28批援阿尔及利亚中国
医疗队已在当地坚守14个月。2024
年以来，他们已接诊外院转诊的危重
孕产妇360多人，其中约70%为产后
出血患者，救治成功率达100%。

国家医保局发文要求——

进一步加强
劳动者医保权益维护

本报讯 （记者吴少杰）1月8日，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劳动者医疗保障权益维护工作的
通知》，对做好劳动者参保、待遇保障、
经办服务、部门协同等方面工作提出
具体要求。

《通知》强调，大力做好劳动者参
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确保应参尽
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有稳定劳动关
系的，应随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其他劳
动者可以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身份缴费
参加职工医保，也可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在个人缴费基础上享受
财政补助，鼓励其在就业地参加职工
医保。各地要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工作，放开非本地户籍的灵
活就业人员在常住地、就业地参加基
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推动超大城
市、特大城市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
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通知》要求，持续做好基本医疗
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工作，确保待遇享
受无缝衔接。劳动者跨统筹地区流动
就业并按规定参保缴费的，保障其待
遇享受顺畅衔接。劳动者在关系转入
地按规定连续参加职工医保的，当月
缴费，当月享受待遇。关系接续过程
中，劳动者连续缴费的，确保其待遇不
中断。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保障水
平，确保应享尽享。继续做好参保劳
动者住院医疗费用保障，对其住院发
生的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范围内费用，
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支付比例分别达
到80%、70%左右。

《通知》提出，稳步扩大生育保险
参保范围。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先行探
索，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参加职工医
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
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有条件的地
方可探索将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按程序
发给参保女职工。逐步将适宜的分娩
镇痛和辅助生殖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
基金支付范围，切实减轻参保人使用
辅助生殖技术等进行生育的医疗负
担。推动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完
善生育保险待遇“跨省通办”流程，生
育津贴审核支付10个工作日内办结。

8日，西藏自治区定日县的
人们从接连不断的余震和零下
16摄氏度的寒夜中醒来，进入抗
震救灾第二天。

目前，当地已转移安置受灾
群众4.65万人，救援搜救工作已
转为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

3 时 37 分，受地震影响最
为严重的措果乡、长所乡、曲洛
乡3个乡政府恢复供电；经过国
网西藏电力连夜应急抢修，定
日县 8个安置点陆续获得电力
保障。

一早，驻扎在长所乡古荣村
安置点的部队战士，为群众送上
热腾腾的稀饭、鸡蛋和姜汤。

“这是昨晚就备下的，群众可
以暖暖身子。”该部队营长格桑
说，“昨晚是个不眠之夜，天亮就
是新的一天了。”

在震中附近的措果乡野江
村，房屋大部分损毁严重，76户、
386名群众已全部安置完毕。“救
灾力量来得很及时，把我们的生
活安排得很好。”住在救灾帐篷的
村民卓嘎说。

目前，首批 5800 余件棉帐
篷、棉衣被等中央救灾物资已送

抵灾区，其余1.6万余件也将于今日
运抵。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对各村安置点
进行了消杀和药物补给。“受灾群众在
安置区聚集，冬季又是流感高发季，除
消杀、送药外，我们也会向群众宣传卫
生知识。”措果乡卫生院工作人员晋巴
曲珍说。

中午，来自拉萨的社会组织西藏
星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野江村送来
了一批棉服和棉被，为村里的孩子们
带来了棒棒糖。这家社会组织平时为
困境儿童、独居老人提供服务，工作人
员索旺旦增说，他希望来灾区帮助儿
童摆脱灾害的恐惧。

“不过这里的孩子看来不太需要
担心。”索旺旦增说。

野江村有90个孩子，在安置区，
他们在空地上踢球、奔跑，和消防救援
人员一起做游戏。

“从昨天开始，我们就在这里搭帐
篷、搬物资，孩子们都认识我们了。”西
藏消防救援总队拉萨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勤大队三站副站长、指挥员扎西曲
培说，“昨天刚刚经历地震，许多群众
有些不安。天亮之后，大家的情绪好
起来了。”

新华社供稿

新的一天
安置在进行

①1月8日，在定日县
措果乡野江村安置点，医
护人员进行消杀。

新华社记者晋美多吉摄

②1月7日夜，在日喀
则市人民医院，前来增援
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疗
队队员（红衣）和西藏当地
医生一起查看地震受伤人
员病情。

新华社记者丁增尼达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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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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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1月7日夜，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
队员在定日县医院判读患
者的影像检查结果。

本报西藏记者站供图

④1月7日夜，西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
队员在定日县医院病房为
患者做B超检查。

本报西藏记者站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