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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喻文苏
通讯员 彭雪 刘凤君

“这辈子没坐过飞机，倒吃上无人
机送的热乎药了！”3月8日15时11
分，随着一阵螺旋桨的嗡鸣声，一架无
人机载着热乎乎的中药，平稳降落在四
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断石乡卫生院楼
顶。73岁的冯婆婆乐呵呵地从医生手
中接过中药，成为该市打造的县域“无
人机医联体专线”的首批受益者之一。

当天上午，冯婆婆在老伴的陪同
下来到断石乡卫生院复诊。“听说今天

有县中医院专家来坐诊，就来复诊
了。”冯婆婆说。来到诊室，坐诊的三
台县中医院消化内科主任江海洋示意
冯婆婆坐下，并为其把脉问诊。江海
洋通过四川省智慧医疗系统调出冯婆
婆的电子病历档案，看完后说：“您治
好甲流刚出院两天，这是呕吐、腹泻造
成的脾胃受损，给您开点中药调理吧。”

江海洋在针对住院患者的“县域
中医医联体协作平台”上开好药后，电
子处方被实时传输至11公里外的三
台县中医院智慧药房。

“药方已经发送到县中医院药房
了。药房会根据处方抓药，熬好药后

将药通过无人机送到这里。”江海洋
说，“医院每周都会派人来乡卫生院坐
诊，即使我们不在，卫生院的医生也会
连线我们远程协助为您看病，以后看
病可以不去县城了。”

“要得，要得！”冯婆婆一个劲地点头。
此时，在11公里外的三台县中医

院智慧药房，药剂师收到处方后，启动
标准化流程：人工审核处方、智能抓药
系统配药、自动煎煮设备熬制。

15时，熬制后封装好的中药被放
入专用保温箱，由一架无人机开始运
送。与此同时，断石乡卫生院中医科
郭斌主治医师收到候药指令。

15时11分，无人机到达。无人
机停稳后，工作人员打开机身上搭载
的保温箱，现场验药。“这就是今天上
午医生给冯婆婆开的中药，这里有单
子，药还是热的。”工作人员说。很快，
药被送到冯婆婆手中。

当天为冯婆婆送药的无人机，来
自三台县中医院与第三方公司联合建
立的县域“无人机医联体专线”，冯婆
婆是专线投运以来的首批体验者之
一。目前，三台县中医院“县域中医医
联体协作平台”已接入全县13家乡镇
卫生院，接下来，还将拓展到其他医联
体单位，让更多乡村患者受益。

无人机送来热乎乎的中药

□本报记者 段梦兰

“医生，我最近老是头晕，这是咋
回事啊？”“医生，我这高血压药还得接
着吃吗？”近日一早，重庆市渝北区龙
塔街道月隐湖社区的居民陆续来到

“家医微诊室”问诊、拿药。一上午的
时间，就有40余名居民前来。

从2024年起，渝北区卫生健康委
联合区内部分街道（镇）开设多个“家
医微诊室”。“家医微诊室”有固定的开
放时间、地点和统一标识，均开设在社
区内，周边便是居民开展日常活动的
场所。

开设在月隐湖社区的“家医微诊
室”便是其中的一个。在渝北区卫生
健康委的统一部署下，来自龙塔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每周三轮流

到此坐诊，为附近居民提供中西医诊
疗、健康咨询、慢性病随访、就医指导
等一系列服务。

“我需要定期开高血压药。以前
开药可麻烦了，现在好了，从家里走几
分钟就到这儿，太方便了！”家住附近
的74岁杨婆婆表示。对她来说，“家
医微诊室”的开设，解决了像她这样有
定期开药需求的人的大麻烦。

杨婆婆说，重庆坡道、台阶多，以
前去开药，不仅要花费半个小时，还得
爬坡过坎；如今，每周三在家门口就能
问诊、开药、咨询健康问题。

龙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
秦刚经常来“家医微诊室”坐诊。在他
看来，家庭医生在这里坐诊，不仅让居
民看病就医更方便，也拉近了与居民
之间的关系。

秦刚收到70岁林婆婆的消息，林

婆婆询问他最近是否来坐诊。原来，
林婆婆之前在社区参加活动时，发现
旁边开了个“家医微诊室”，便顺便来
问诊。面对林婆婆提出的各种疑问，
秦刚都耐心地解答，给出专业建议。
一来二去，林婆婆养成了习惯，每次参
加活动时，都会来“家医微诊室”转转，
找秦刚咨询相关健康问题。

龙塔街道下辖13个社区，人口
密集，老年人居多。“大家的健康需求
多种多样，我们必须主动靠近大家，离
得更近一些，让居民们少跑路。”秦
刚说。

“家医微诊室”的开设是当地基层
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进一步细
化、深化和实化的体现。渝北区卫生
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定期邀
请市、区级医院的专家到‘家医微诊
室’坐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优

质医疗服务。”自月隐湖社区“家医微
诊室”开诊以来，已邀请市、区级医院
15名专家下沉坐诊。近 3个月，该

“家医微诊室”累计为居民提供健康服
务超过1500人次。

渝北区卫生健康委还不断创新
服务模式，推出“群众点单，我服
务”活动。居民可以根据自身就医
需求，投票选择市、区、街道（镇）三级
医疗卫生机构不同专科的专家。随
后，该委邀请相应专家到“家医微诊
室”坐诊，为居民提供更精准、高效
的服务。

“下一步，我们将联合更多街道
（镇）持续推动‘家医微诊室’在全区范
围内推广、完善，持续为居民提供更优
质的健康服务，助力15分钟高品质健
康服务圈建设。”渝北区卫生健康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

“家医微诊室”开到百姓身边

本报讯 （特约记者魏美娟 通
讯员罗英）“真是太好了，国家政策实
打实让我们享受到了福利。”3岁女童
乐乐（化名）的妈妈感慨道。近日，乐
乐在江西省儿童医院接受了双侧耳蜗
植入手术，成为国家人工耳蜗集中带
量采购政策在江西落地后，在该院接
受治疗的首名政策获益者。

乐乐从出生起即患有极重度感音
神经性耳聋、前庭导水管扩大，人工耳
蜗植入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但是治
疗费用让乐乐一家一筹莫展。

国家人工耳蜗集中带量采购政策
在江西全面落地后，有效破解了“天价
耳蜗”的难题。据悉，在集采政策下，
单台设备费用降幅达80%，进口人工

耳蜗价格由30万元降至5万元左右。
得知这一政策后，家人带乐乐到

江西省儿童医院就诊。该院耳鼻咽喉
科副主任彭新团队采用微创植入技
术，为乐乐完成双侧耳蜗植入手术。
术中神经反应监测数据优良，手术切
口采用超减张美容缝合技术，最大程
度减少瘢痕形成。术后影像显示，电

极精准植入耳蜗，位置理想。
集采政策实施之前，此类手术总

费用约为60万元，医保报销后也要自
付18万余元。如今，乐乐手术总费用
为11万元，医保报销后只需自付3.1
万元。这大大减轻了乐乐一家的经济
压力，也减轻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彭新介绍，人工耳蜗植入是重度

感音神经性耳聋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与助听器相比，人工耳蜗具有重建感
音器官、让患者重获听力的独特优
势。尤其是对于先天神经性耳聋患儿
来说，人工耳蜗植入不仅能有效解决
因聋致哑的问题，还对促进患儿恢复
正常生活、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作为江西省较早开展人工
耳蜗植入术的省级综合性儿童医院，
江西省儿童医院在人工耳蜗集采政策
实施后，同步推出“一站式”救助服务，
整合医保报销、残联救助、慈善基金、
术后康复等资源，让更多患儿实现“早
发现、早干预、早康复”。

目前，乐乐已顺利度过术后观察
期，1个月后将开机调试。

乐乐植入了降价后的人工耳蜗

开栏的话

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持续落实深化医改任务、
扎实开展强基层工作中，各
市、县（市、区）因地制宜创新
改革举措，积极应用新技术、
新设备，促进卫生健康服务
生态发生深刻变化，群众就
医体验、医疗服务能力、全生
命周期健康保障等不断呈现
新景象。

自今日起，本报开设“市
县新景象”栏目，记录和讲述
市县改革的新举措、新变化、
新场景。

记者在断石乡卫生院采访期间，
卫生院院子里停放着的电动三轮车和
摩托车，与楼顶科技感十足的无人机
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场景，正是基层
深化改革的生动写照。

远程诊疗和无人机送药并非替代
传统诊疗，而是其补充。对于乡镇卫
生院来说，这种方式既强化了其“基层
首诊”功能，又通过技术手段弥补了人
才的短板，拉近了与县级医疗服务的
距离；对于留守老人众多的农村来说，
新的就诊模式让村民看专家号变得更
简单，也减少了他们来回奔波的辛劳。

热乎中药乘上无人机，为畅通基层
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新思路。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配送直线距
离达 11 公里，若扩展到更偏远的乡
镇，则需考虑无人机电池续航、航线审
批等现实问题。能否在降低运营成本
和保障医院公益属性之间找到平衡
点，将是无人机送药能否飞得更远的
关键。

北京公布
成人烟草监测最新数据

本报讯 记者郭蕾近日从北京市
卫生健康委获悉，当前，北京市已建设
市级控烟示范单位2443家，15岁及
以上成人吸烟率持续下降；家庭二手
烟暴露率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从
39.8%下降到29.6%。

据了解，北京市疾控中心从2014
年开始针对1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开
展具有全域代表性的成人烟草监测。
最新的监测数据表明，北京市成人烟
草流行趋势具有以下特征：15岁以上
成人吸烟率持续下降，成人吸烟率从
2014 年的 23.4%下降到 2023 年的
19.9%，特别是男性吸烟率从43.2%下
降到36.6%。各类场所二手烟暴露情
况改善：过去30天各类公共场所二手
烟暴露率均有下降，如餐馆从65.7%下
降到37.4%，政府大楼从19.7%下降到
6.6% ，医 疗 机 构 从 12.8% 下 降 到
4.6%。戒烟率提升，从2014年14.9%
提升至29.6%，增加了约一倍。

北京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数据显示，45～64岁人群吸烟率
最高，计划在1个月内戒烟的比例最
低，应加大对在职人群的控烟宣传教
育工作。部分禁烟场所依然存在吸烟
现象，特别是餐馆、酒吧等的二手烟暴
露率依然比较高。对此，要继续加强
规范化戒烟门诊建设，推广社区简短
戒烟模式和适宜技术，为有意愿戒烟
的人群提供专业戒烟服务。

河北“沧州好人”
进校园宣讲

本报讯 近日，“沧州好人”韩文
博护士走进河北省沧州市光明小学参
加开学典礼，以车祸救援经历激励学
生勇敢助人、传递社会温暖。

去年5月，韩文博就餐时发现道
路上发生一起严重车祸。她第一时间
冲入严重变形的私家车，对受伤昏迷
的司机实施急救，并协助随后赶到的
医护人员完成车祸救援。其专业、果
断的行动为伤者争取到黄金抢救时
间，最终司机成功脱险。在光明小学
的开学典礼上，韩文博以亲身经历鼓
励学生用行动传递善意与温暖。

作为沧州市妇幼保健院的一名护
士，韩文博的善举正是该院履行社会
责任的缩影。近年来，该院通过开展
健康科普和公益活动持续践行医者责
任、履行社会担当，秉承守护妇儿健康
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一个个暖心的医
患故事，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

（李瑾 张晓彤）

山西启动两个国家级
中医药建设项目

本报讯 （特约记者崔志芳）3月
9日，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山西省中
医院在东山科教院区举行国家中医疫
病防治基地和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
心建设项目奠基仪式。

据介绍，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
将建设成平急结合医院，按照传染病
医院建设标准设计建设，应对疫情时，
将在国家和省统一调配下开展医疗救
治工作。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将
围绕重点病种临床疗效评价、多中心
循证研究、诊疗方案建立、中医药理论
创新、疗效机制研究、名医经验和学术
流派挖掘等，推动中医药理论创新、技
术创新、方法创新和产品创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成立肥胖症诊疗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于姗姗）近
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成立肥胖症诊
疗中心。该中心汇聚了内分泌代谢
科、营养科、呼吸科、胃肠外科、肝胆外
科、运动医学科、妇科等领域专家，可
针对每位患者的不同情况，从身体代
谢、饮食习惯、运动模式等维度进行全
面评估，为患者量身定制集营养干预、
医学治疗、运动指导于一体的综合减
重方案。

该院副院长于家傲介绍，如果公
众觉得自己需要管理体重，就可以到
诊疗中心就诊，医生会进行科学评
判。对临近肥胖症的亚健康患者，医
生会从预防角度提供科学的指导意
见；对真正的肥胖症患者，医生会制定
合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帮助患者减
轻体重。

该院肥胖症诊疗中心主任王桂侠
表示，该中心组建多学科诊疗团队，形
成“精准评估－多学科干预－全生命
周期管理”的标准化诊疗体系，将前沿
技术与循证医学相结合，从而实现精
准化诊疗。

枣庄市立医院
医校联动防控青少年肥胖

本报讯 2024年以来，山东省枣
庄市立医院作为枣庄市学校食品安全
与营养健康工作专家组副组长单位，
携手枣庄市疾控中心及多所中小学组
建“枣庄市青少年儿童健康管理联
盟”，构建医校联动体系，防控青少年
肥胖，取得良好成效。

枣庄市立医院临床营养科为全市
中小学食堂制定了标准食谱，指导食
堂为学生提供营养健康的膳食。同
时，定期向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传授膳
食营养知识，优化学生餐的膳食结
构，并为肥胖学生提供医学营养指
导。该院还联合学校通过手抄报、征
文比赛等多种方式开展肥胖防控宣
传活动，推进健康课堂与学科教学相
结合，引导学生养成合理的体育锻炼
习惯。2024年 9月，山东省学校卫
生协会相关研究项目对枣庄市薛城
区北临城中学的1460名学生开展的
分析显示，超重和肥胖学生占比由
2024年3月第一轮分析结果的40.4%
降至36%。 （王鑫）

近日，陕西省渭南
市蒲城县医院联合该
县贾曲卫生院深入村
组 开 展“ 送 健 康 暖 民
心”义诊活动，以宣讲

“三减三健”为重点，引
导村民形成健康生活
方式。图为医务人员为
村民测量血压。

特约记者李海鹏
通讯员李峥嵘 奚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贾菲 魏剑
通讯员李军峰 孙晓莉）“真是太感谢
你们了，救了孩子妈妈，还帮忙照顾孩
子。”近日，在陕西省宝鸡市急救中心，
市民王女士的家人拉着医护人员的手
一个劲地道谢。

几天前，宝鸡市急救中心接到
宝鸡天下汇商场相关人员的求救电
话，称负一层有一名女士突发晕厥，
急需救助。“120”急救车组迅速赶
到现场。

急救人员赶到后，发现患者身边

除3岁左右的女儿外，无其他家人陪
伴。孩子手足无措，满眼惊恐和无
助。急救人员立即将患者和孩子送到
宝鸡市人民医院。

考虑到孩子太小，急救人员将孩
子临时安置在与医院同在一个院子的

宝鸡市“120”调度室。当时，调度室
里的调度员都在忙碌地工作着。于
是，准备下班回家的调度员淡亚宁当
起了“临时妈妈”。

淡亚宁温柔地安抚孩子的情
绪，给孩子倒上热水，拿来零食和玩

具……在淡亚宁贴心又温暖的照护
下，孩子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

同时，宝鸡市人民医院院前急救
医生和患者的家属取得联系。孩子的
奶奶赶到医院，陪同患者进行了相关
检查。该院急救团队全力对患者进行
救治，使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

当患者醒来后得知女儿在调度员
的照顾下一切安好时，眼中满是感激
的泪水。孩子的奶奶也赶到“120”调
度室，将孩子接回了家。

“这是我们工作中经常碰到的‘小
插曲’，让患者安心接受医治，是我们
应该做的。”淡亚宁说。

“让患者安心接受医治”

进村宣讲
“三减三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