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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上午，在郑州阳城
医院门诊大厅，物资管理负责人、
河南省人民医院PICU（儿科重症
监护病房）护士长马彩霞正在和
同事规整医疗物资。

此刻，这里的医疗物资、生活
物资分类明细，摆放合理；而在半
个月前，这里的景象却截然不同。

从空无一物到杂乱无章再到
井然有序，是马彩霞和几个护理
姐妹连续奋战 40 小时，不停搬
运、整理的成果。在这 40 小时
里，她们解决了物资管理方面的
种种疑难问题，打通了郑州阳城
医院救治点的生命补给线。

两天一夜 步行5万步

8月7日10时，郑州阳城医院
救治点总负责人、河南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申志强带领护理管理团
队，前往病房了解情况、布置任
务：患者下午要全部转运到病区，
所有物资和通道必须立刻准备就
绪！

作为此次物资保障工作的负
责人，马彩霞在获得物资清单的
第一时间就开始考虑物资什么时
候到、如何搬运、仓库设在哪里等
一系列棘手问题。

经过对比考察，她们将医院

门诊大厅作为物资存放点，生活
物资放在门诊大厅东侧，防护物
资放在门诊大厅西侧，并根据物
资的种类、型号等进行了精确的
区域划分。

14时许，物资区域划分基本
完成，各类物资开始被源源不断
地运送过来。

15时许，接上级通知，患者马
上到达医院，与医疗救治无关的
保洁、后勤人员需要撤离。这让
原本就任务繁重的物资搬运工作
变得更加困难。偌大的门诊大厅
只剩下了马彩霞、省人民医院护
理部副主任刘纬华、护理部质量
管理科科长蒋秋焕、肿瘤科护士
长许妍以及郑州阳城医院的3名
医务人员。

为尽快完成任务，她们一干
就是10多个小时。当晚23时许，
马彩霞的手机上显示，当日步数
已达29400步。

8月8日6时30分，确认所有
物资搬运完毕，大家已经用尽了
最后一丝力气。实在太累了，许
妍和马彩霞靠着箱子就睡着了。

休息了不到半小时，大家就
又开始整理分发物资，尽快让各
个病区都用上。

所有的物资分发工作，都由

她们几个来完成。8月9日凌晨2
时许，所有病区和 9 个医务人员
通道的防护物资基本分发完毕。
马彩霞看了一眼手机，距离刚到
达医院时已过去40小时，自己已
经累计走了5万步。

科学管理 物资精准配送

科学的物资管理和供应是完
成此次防控救治任务的重要保
障。面对一排排两米高的物资，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按需精
准分配到 391 名患者和 828 名医
务人员手中，是物资管理组急需
解决的问题。

她们快速厘清了物资总量，
按照患者总数和病区数量，估算
了防护物资的每日、每人消耗量
后，然后按需发放。

随后，她们又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职责、工作流
程，要求医护人员及后勤保障人
员，每日分11时和16时两个时段
上报各病区及各通道所需物资。
同时，每天对门诊大厅的物资数量
进行评估，按照最少确保3天用量
的标准，向设备科报送采购计划。

为了减轻医务人员工作负
担，物资管理组成立了专职运送
队，按照病区、患者数量配送物

资，每个病区单独包装一份，送至
每个病区。

病房楼共有21个病区，经常
会急需一些物资，量不大品种不
多，但必须安排专人在第一时间
完成配送。为了提高效率，物资
管理组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前往
病房楼，将一楼大厅的一块区域
改造成了“物资超市”，放置了洗
手液、手消、酒精、手套、垃圾袋、
棉签等常用和有可能急用的生活
和防护用品，随用随取，节省了配
送时间。

此外，物资管理组每天两次
巡查9个医护人员通道及病房一
楼大厅物资储备情况，根据巡视
结果及时调整分配方案，并把多
余物品运回仓库，重新入库。

经过不断改进，在经历了繁忙
的前三天后，后续物资保障工作变
得越来越有序，真正做到了全面统
筹、全面调配、全心服务、全力保
障，实现了不缺货、不囤货。

从专业角度出发 封堵安全漏洞

8 月 11 日，有病区医务人员
反映，防护服有点儿薄，尤其是在
衣领、袖口等一些部位，脱的时候
容易破损，存在职业暴露的风险。

得知这一情况后，物资管理

组立刻联系护理和院感工作人
员，进行了核实，并在第一时间向
上级反映情况。申志强高度重
视，要求设备科等相关科室迅速
协调新的防护服。

当日，物资管理组加班加点，
清理出可能产生破损的防护服共
2490件。在此期间，针对部分医
务人员反映的防护服尺码不合体
的诉求，大家又清点出2000套防
护服，协调设备科进行更换。

8 月 13 日，新的防护服全部
分发到位。

8 月 14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督导组来到郑州阳城医院督导
调研，对物资管理工作提出了反
馈建议。督导组提出，所有的一
次性物资都应存放在货架上，离
地面至少20厘米。

其实，8月12日，在自查过程
中，物资管理组就提出要尽快将
防护物资摆放至货架，但时间仓
促，货架定制需要时间。

8 月 15 日，第一批货架送
到现场。8 月 16 日，所有货架制
作完成，所有物资也于当日按照
要求放置在货架上。

“在物资的管理上，我们不仅
要追求高效，更要讲科学，守住安
全这根红线。”申志强说。

她们奋战40小时
中间只休息了半小时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史 尧

今年8月19日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当
天一早就赶到手术室的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22
批医疗队麻醉医生孙常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医
师节“礼物”。

一名肱骨骨折患者进入手术室后，埃塞俄比
亚麻醉医生主动向师父孙常志请缨，想独立完成

“肌间沟入路臂丛神经阻滞麻醉”。经过考虑，孙
常志选择其中一位当地医生来操作。孙常志知
道，如果首次独立操作失败，对操作者的自信心
和此后操作的成功率影响很大，所以必须“放手
不放眼”地全程护航。

这位当地医生先仔细触摸寻找穿刺点，做好
定位标记，在孙常志确认位置正确后，开始了穿刺
操作。虽然当地医生第一次未能成功，但经孙常
志稍加指点，便穿刺成功。看到注药后患者的手
臂静脉膨胀起来，这位当地医生把自信的目光投
向了孙常志。孙常志笑着点了点头，表示了认
同。很快，麻醉完成，术中全程清醒的患者无任何
痛感。术后，初战告捷的当地医生非常兴奋，连声
向孙常志道谢，孙常志也欣慰地向徒弟竖起了拇
指。

几个月前，提露内丝-北京医院麻醉科的12
名麻醉医生，还无一人能单独完成这个入路的操
作。个别医生虽能完成腋路穿刺麻醉，但效果往
往不能令人满意。

孙常志到达提露内丝-北京医院后，示范性
地完成了十多例肌间沟入路臂丛神经阻滞麻
醉。其动作娴熟，麻醉效果好，无不良反应。这
使得当地麻醉医生非常敬佩。他们纷纷表示想
学习这项操作。孙常志欣然应允：“这正是我们
来援助的目的——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孙常志利用休息时间，耐心地向他们讲解臂
丛神经的解剖结构、定位和穿刺技巧，指导他们
相互在对方颈部触摸找手感。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大部分麻醉
医生已经掌握了肌间沟入路的定位技巧。水到渠成，自然也就有
了前文的成功一幕。

“各位村民，关王庙乡卫生
院、市第五人民医院新冠病毒疫
苗齐全、配发速度快，人员排队
少，接种速度快”“当前疫情还没
有完全结束，我们要少出门、不扎
堆儿，戴好口罩……”近日，在驻
马店市经济开发区下辖的关王庙
乡，关于疫苗接种、疫情防控科普
核心信息等在广播中响起，清晰
地回荡在村庄上空。

此前，乡村广播覆盖范围和
覆盖对象有限，加上噪声扰民、功
能单一，村民往往只能听见广播
响，但是很难听清播报的内容。
如果有紧急事宜需要通知，不管
天气多么恶劣，村干部都要跑到

广播室广播，还要给覆盖不到位
的村民一一打电话通知，费时费
力，效率低。

驻马店市充分利用现代通信
技术，将手机与广播有效相连，打
通了乡村疫情防控宣传的“最后
一公里”。云广播具备安装简单、
无须布线的特点，支持手机一键
喊话、实时播报、录音播放等功
能，支持实时、定时、周期性播报。

与传统广播相比，依托云广
播技术产生的“5G 智慧云喇叭”
不仅能进行现场喊话，将文本、短
信等内容直接转为广播，还能接
入第三方信息发布平台，为村民
带来防疫知识和健康教育、法律、

农业生产、农村生活等方面的新
信息。“5G智慧云喇叭”支持远程
升级、远程操控，村干部通过手机
能直接操控广播，消息传递很迅
速，也为完善农村应急体系建设
提供了新路子。同时，这也能使
防疫信息进一步覆盖到不熟悉手
机、电脑的群体。

“现在，我们在屋里吃饭、在
田间干农活，也能听到政策解
读、疫情动态，还能学到新知识
和新技术，太方便啦！”关王庙乡
小杜庄村村民说起“5G 智慧云
喇叭”给大家带来的便利竖起了
拇指。

“云喇叭不仅让村民赞不绝

口，也方便了许多农村基层干
部。”范庄村干部说，以前，传达信
息要么跑去广播室广播，要么逐
个打电话通知，自从安装了“5G
智慧云喇叭”后，通过手机就能实
现远程喊话播报，方便了许多。

据悉，驻马店移动云广播目
前已覆盖市区、遂平县、汝南县、
泌阳县、新蔡县的8个乡镇，共计
406台，及时为村民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传达最新防控形势及工作
安排，及时通知疫苗接种、核酸检
测等信息，充分发挥了“村级防疫
宣传员”的作用，节约了人力，提
高了工作效率，同时降低了交叉
感染的风险。

同时，驻马店市拥有多种信
息化防疫产品，硬核支撑疫情防
控工作，大数据平台可实现信息
精准推送，云视讯高清视频会议
平台支持实时远程调度与沟通；
集团名片及时发送主叫方身份信
息，挂机时发送疫情防控、流调，
社区调查等信息；火瞳热成像测
温仪在高客流量通行区域实现快
速人体测温，减少聚集风险；对讲
终端可用于防疫指挥中心、检测
点、接种点统一调度，开展防疫宣
传、政策解读，把疫情资讯、科普
知识等内容及时、准确地传递给
群众，为疫情防控工作高效有序
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通讯员刘 克 记
者王明杰）日前，漯河市第六人
民医院收到一封来自河南省对
口支援新疆工作伊吾县指挥部、
伊吾县卫生健康委、伊吾县人民
医院的感谢信，感谢漯河市第六
人民医院多年来对援疆工作的
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

感谢信中提到，一年来，漯
河市第六人民医院选派的外科
医生叶小汉、妇产科医生于改云
勇于担当、履职尽责，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深入一线
开展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
为伊吾县人民医院带来了先进
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了
德才兼备、技术优良的青年医生
骨干，助力当地医疗技术水平迈
上新的台阶，充分展示了漯河医
务工作者的良好形象，赢得当地
群众的高度赞扬。

据了解，2020 年 4 月，漯河
市第六人民医院按照部署，选派
叶小汉、于改云到伊吾县人民医
院进行对口支援。叶小汉、于改
云先后主持新业务、新技术20余
项，开展经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小肠憩室切除术等各类手术60
余例，填补了伊吾县外科手术多
项空白，抢救急危患者20余人，
带教外科医生 1 名，完成体检
6000余人，下乡义诊10余次；在
新疆出现疫情时，主动请战到抗

疫第一线，为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于改
云在妇产科先后接诊门诊患者4000余人，
住院患者91人，开展各项手术103人，抢救
急危重孕产妇3人，为5000余名居民进行
了妇科体检，走进乡镇、企业义诊20余次，
得到当地群众的高度赞扬。

多年来，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高度重
视援疆工作，先后选派4名业务骨干支援
伊吾县人民医院，为促进当地医疗卫生事
业健康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洛阳东方医院，有这样
一位“酒窝姑娘”，她是同事身
边亲切温柔的妹妹，也是群众
口中“最热心的丫头”。在医
保服务窗口，遇到咨询问题的
人，她就像 110 接线员一样业
务熟练，大家纷纷称她为“医
保110”。

她叫吕茵，参加工作8年，
经常把乌黑的头发高高盘起，
显得十分干练。病房医务人

员打电话询问医保政策报销
额度，她对答如流，有时竟然
能告诉医务人员在哪本书第
几页第几行。本科室同事遇
到疑难问题，都要跟这位“医
保110”沟通讨论，这样才能有
底气回答，有她在，大家心里
就会踏实许多。对前来办事
的群众，她始终是态度和蔼，
耐心细致，热情周到。

据洛阳东方医院医保办

主任徐燕介绍，吕茵平时话不
多，每天上班都拿着一个黑色
工作笔记本，遇到工作中的问
题，她都会记录下来，事后向
别人请教。当科室里的前辈
或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师处理
问题时，她都会用心听、认真
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
位姑娘的黑色笔记本写满一
本又一本，工作能力也得到飞
速提升，成长为业务骨干。

有一次在本科室召开的医
保内训政策培训会上，徐燕特
意挑选一道医保细节上的题，
想考考大家。在其他人还在思
考的时候，吕茵已经举手抢答，
而且答得非常好，同事们都露
出非常惊讶的表情。她是科室
里最年轻的，又不是学医出身，
却能说得头头是道，可想而知，
她在下面做了多少功课，付出
了多少努力。

→8月19日，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内
分泌一区医务人员在教患者家属正确的
洗手方法。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该院内
分泌一区组织患者及家属学习疫情防控
知识，给大家讲解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如
何正确洗手等。 王正勋 王中贺/摄

乡村疫情防控的智能助手
本报记者 丁宏伟 通讯员 闫 涛

8月22日，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君鹏爱心医疗服务队驾驶员赵
元杰拿着一张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通知单，前往酒店接隔离人
员回家。截至8月22日14时30分，该服务队连续工作6个多小时，
将12名隔离人员安全送回家。 常 娟 孔 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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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 岩）近
日，三门峡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印发通
知，在全市范围内大力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月活动，助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三门峡要求，把爱国卫
生运动转变为常态化疫情防
控举措，推动爱国卫生运动
进社区、进村镇、进家庭、进
学校、进企业、进机关，普及
健康生活方式。

各县（市、区）、相关部门
和单位要落实好属地、部门、
社区、个人“四方责任”，认真
开展环境整治行动，打造整
洁卫生的生产生活环境；普
及相关准则，引导公民开展
防疫；坚持“人物同防”，巩固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集中开
展城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
校、市场、窗口单位等环境整

洁行动；集中开展消杀专项
行动，降低病媒生物密度；集
中开展家庭卫生大扫除行
动。

各县（市、区）疫情防控
指挥部要成立爱国卫生工作
督导组织，全面统筹协调各
项爱国卫生工作。各部门、
各街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认真研究谋划，压实工作
责任；广泛开展环境整治、病
媒生物预防控制、控烟、公共
卫生服务等多种形式的宣
传，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
爱国卫生运动的积极性与创
造性，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月
与疫情防控有机结合；发挥
乡镇（街道）在爱国卫生工作
中的中坚力量，确定各阶段
重点任务和行动目标，针对
问题难点、工作盲点开展专
项整治行动。

爱国卫生运动
助力疫情防控

本报讯 8月20日，平顶
山市卫生健康委建立市直医
疗机构“三包一”工作机制，
即成立9个工作组，每个工作
组由一名市卫生健康委班子
成员、一名委机关科级干部
和一名卫生监督员组成，分
包联系一家市直医疗机构，
定期进行督导检查，及时发
现医院疫情防控尤其是医院
感染防控的漏洞和问题，督
促指导其及时整改，堵塞漏
洞。

工作组实行督导责任工
作机制，对分包联系单位的
医院感染防控工作负有督导
和连带责任；实行“台账管
理、限时整改、完成销号、督
查通报”的整改督办机制，工

作组对分包联系的单位建立
医院感染防控工作督导台
账，压实各医疗机构在新冠
肺炎防控主体责任，督导反
馈问题及时得到解决，确保
整改任务不落空，问题整改
到位。工作台账由工作组组
长负责管理，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分类整理和编号，并立
即反馈到分包联系单位，督
促限期整改；医院整改完成
到位后，由工作组实地查看，
合格予以销号。

工作组实行信息台账上
报工作机制，每天18时前将

《新冠肺炎医院防控整改台
账》发送至市卫生健康委医
政医管、药政等科室。

（杜如红 于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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