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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患者 他们尽心竭力
本报记者 陈述明 通讯员 吕言睿 文/图

“紧急集合！”10月13日凌晨，紧
急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濮阳市中医医
院濮阳县医院的医务人员。随后，
在该院副院长闫书文带领下，陈飞
飞、董文淑、郭晓晨、闫楠楠、于莎莎
等5名医务人员火速赶往濮阳县临
时启用的医学集中隔离点——徐镇

镇卫生院腾飞医院。
万事开头难。临时启用的医学

集中隔离点条件非常艰苦。在濮阳
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司魁凌等有关
负责人的大力支持下，来自濮阳市
中医医院濮阳县医院、县人民医院、
县第二人民医院、徐镇镇卫生院等4

家医疗卫生机构的14名医务人员迅
速组建成一个坚强的抗疫团体。虽
然素不相识，但是大家互帮互助，不
分彼此。从灰尘满地到洁净如新，
从缺乏医疗设备到设施齐全，大家
真切体验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从优到精的建设过程。当天就
有20名患者和8名陪护入住医学集
中隔离点，年龄最小的仅4岁，最大
的 90 多岁。面对不同年龄段的患
者，医务人员逐一掌握他们的基本
信息和病情。多数患者对突如其来
的疫情和转院充满恐慌，医务人员
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面对年
长的患者不会使用对讲机、不会使
用马桶、不会接打电话等一系列问
题，医务人员想办法解决。当天，
医务人员把所有人都安顿好以后，
已经到了深夜23时45分。

在以后的日子里，医学集中隔离
点的工作逐渐步入正轨，照顾患者的
生活起居、每日两次的核酸采集、对
病区环境进行消毒消杀等，大家每天
都在重复着同样高强度的工作，却没
有任何人抱怨。濮阳县委、县政府，
以及县卫生健康委的领导多次到医
学集中隔离点慰问工作人员，对大家
的辛苦付出和努力表示感谢，并要求
大家在工作中严格按照防护要求，在
保护好自身安全的同时，全力做好救
治工作。领导们的大力支持为各项
工作的开展注入了“强心剂”。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濮阳市中医医院濮阳县医院的
医务人员纷纷表示，面对疫情，中医
人必须坚守好自己的岗位，尽职尽
责，不仅要为患者提供好医疗服务，
还要给他们亲人般的温暖。

中牟县中医院医共体

联合救治心跳骤停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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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讯员
魏佳琳）自 10 月 17 日起，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互联网医院
紧急开通“线上就医直通车”，并推
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满足疫情期
间居民的就医需求。

“线上就医直通车”是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探索出的
一个居家管理环境下的互联网就
医模式，通过政府统筹、企业保障、
医院执行等多方联动机制，多措并
举、多点发力，搭建起患者问诊、用
药、配送的线上就医平台，有效缓
解居家患者就医难问题。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利用短短半天时间，就完成了
互联网医院的入口改造、医生招
募上线、物流应急保障等关键环
节；同时，该院互联网医院专门成
立了应急小组牵头筹划、执行、落
实。为了缓解客服人员的压力，互
联网医院的每位成员都设置了手
机呼叫转移，保证不漏接患者的咨
询电话。

仅用时 1 小时，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有 112 位医生
报名加入互联网医院“抗疫专区
快速问诊”服务队。随后，由该院
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
组成的线上医疗服务队开启了线
上义诊；开通了线上免费诊疗、在
线开具处方、在线缴纳药费等全流
程服务。

为了提高接诊效率，每位医生
都保持着“10 分钟问诊 1 人”的效
率，每位医生都将手机调成声音和
震动双模式，以便及时回复患者的
问询。随着上百个居民社区微信
群的服务发布和平台指引，医疗服
务队的问诊量由平均 5 分钟 1 人变
成 1 分钟 12 人，每位选择“线上就
医直通车”的患者都得到了及时诊
断和用药指导。

在保障患者就医的同时，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互联网

医院还积极与郑州市各县（市、区）行政管理部门、
快递公司沟通，在市域内各中高风险区的卡点处
设置统一配送点，由经过批准配送的快递员完成
消杀后，将药品送到患者所在的小区门口，统一由
社区工作人员将药品派发至患者手中。此外，互
联网医院的药品免费配送范围由原来的郑州市三
环内同城免费配送，扩大到全市范围内同城免费
配送。

本报讯（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王伟玲 薛院喜）近日，中
牟县中医院总医院和医共体成
员单位官渡院区（官渡卫生院）
联动协作，为一位突发呼吸心
跳骤停的患者紧急启动双向转
诊绿色通道。经过两个院区多
学科高效协作，患者得到及时、
精准救治，最终转危为安。

原来，家住中牟县官渡镇
的张老太太因肺源性心脏病长
期卧床，日常起居都需要家属
照顾。近日，张老太太的家属
像往常一样给她喂水后，发现
她突然出现剧烈呛咳，随后脸
色发黑、呼之不应，于是紧急将
其送到中牟县中医院官渡院区
进行救治。

官渡院区院长张家庆接诊
后，发现张老太太心跳已经停
止，第一时间组织该院区医务
人 员 为 其 进 行 心 肺 复 苏 ；同
时，紧急电话联系中牟县中医
院总医院院长蒿会玲，请求转
诊救治。

蒿会玲接到电话后，立即
通知相关科室开启院内转诊绿
色通道；急诊科、重症医学科、
放射科等科室迅速响应，立即
组成救治小组，前往官渡院区
参与救治。

救治小组到达官渡院区
时 ，张 老 太 太 在 张 家 庆 带 领

的医护团队抢救下心跳恢复，
但情况仍旧不容乐观，双目向
上凝视、神志不清，完全没有
意识。

救治小组为张老太太进行
检查后，确定为肺性脑病合并
呼吸衰竭，在与家属沟通后，紧
急将患者送至总医院进行进一
步救治。

因官渡院区方法得当，救
治及时，为张老太太的后续治
疗争取了宝贵时间。随后，救
护车驶入总医院。早早在急诊
大厅等候的急诊科主任尚潘栓
等人立即同救治小组一起，将
张老太太送至抢救室进行进一
步抢救。

心电监护、辅助气管插管、
呼吸机辅助呼吸、建立静脉通
路、吸痰、抽血……短短 4 分
钟，总医院医护团队就完成了
各项急救，患者瞳孔由迟钝转
灵敏，氧饱和度逐渐上升。放
射科进行详细检查后，因病情
需要，将患者转入重症监护室
进一步治疗。目前，张老太太
病情稳定。

此次将危重患者从死亡边
缘救回，充分体现了中牟县中
医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
上下联动”等分级诊疗方面的
优势。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李宗伟）
“衷心地感谢你们！是你们挽救了我儿子
的生命，你们是我们家的恩人！”这是赵先
生出院时，其家人发自肺腑的感谢。

26 岁的赵先生因高空坠落导致颅脑损
伤，生命垂危。洛阳市偃师区中医院立即
启动绿色通道，为其麻醉、开颅、清除血肿、
骨瓣还纳……经过3个多小时的奋战，一场
堪称生死时速的抢救获得成功。

前不久，赵先生从 4 米高的货车上坠
落，头部重重地摔在地上，造成严重的颅脑
外伤，导致意识不清。偃师区中医院急诊
科快速出车接诊。赵先生被接到该院后做
了CT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颅骨骨折并硬膜
外血肿，被送入神经外科住院治疗。值班
医生宋志豪立即仔细查体，发现其昏迷不
醒，额部有头皮裂伤，伴鼻腔流血，右眼无
光感，病情危重。

时间就是生命！偃师区中医院副院
长、神经外科知名专家秦建武，以及神经外
科主任胡严冬及时到医院会诊，认真讨论
分析后，明确诊断赵先生为颅骨开放性凹
陷性粉碎性骨折合并硬膜外血肿，颅底骨
折合并脑脊液鼻漏，视神经损伤，需要急诊
手术治疗。

因赵先生脑脊液鼻漏，为开放性损伤，
手术难度大，涉及术中是否能发现脑脊液
漏口并予以修补。大家经过认真分析，制
定如下方案：急诊清除硬膜外血肿并予以
颅骨凹陷性骨折复位，根据术中硬膜剥离
及破损情况积极修补硬脑膜。如术后仍有
脑脊液鼻漏，经综合治疗无效时，可择期进
行进一步检查，明确漏口，二期再处理脑脊
液鼻漏。

手术前，主管医生向赵先生的家属讲
明手术风险及并发症。家属明确表示，同
意在偃师区中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经过周
密部署，一场由秦建武主刀，神经外科、急
诊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科鼎力合作的
生死抢救随即展开。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完成后，清除硬膜
外血肿并彻底止血，术中仔细探查被血肿
剥离之前颅凹底硬脑膜，未见明显破口，复
位凹陷、粉碎的骨块并固定，为避免二次实
施颅骨修补手术带来的损伤，综合考虑进
行骨瓣还纳，也就是把取下来的骨瓣又

“镶”了回去。检查复位良好，固定可靠，
达到解剖复位，缝合伤口。经过 3 小时的
艰难手术，赵先生被推出手术室。因为抓
住了“黄金救治时间”，手术非常成功。赵
先生一家人的紧张心情瞬间化作激动的泪
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术后复查头颅
CT，赵先生硬膜外血肿清除满意，骨折复
位良好。

随着受伤时间的推移，赵先生出现迟
发性脑挫伤及脑梗死，右侧肢体活动受限，
受伤后两周时仍有脑脊液鼻漏。医生建议
转到上级医院进一步查找漏口，并进行手
术治疗。因家庭经济困难，赵先生要求就地治疗。随后，专家
们为其进行腰大池引流。经过持续腰大池外引流治疗，脑脊液
鼻漏痊愈，颅内积气消失。

术后，赵先生恢复良好，能独自下地走路，近日顺利出院
回家。

漯河市中医院

强化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

新安县中医院

发放防疫中药汤剂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
邵彦军 赵二奇）记者 10 月 24 日从
漯河市中医院了解到，该院认真安
排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工作，遏制
疫情蔓延和扩散。

漯河市中医院党委书记高金甫
要求全体医务人员将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全市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把疫情防控和安全稳
定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以最高标
准、最严要求、最强力量、最实作风，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各项

工作，确保全院各项工作安全稳定；
充分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形势的复杂
性、艰巨性和反复性，保持初心、坚
定决心、保持恒心，抓实抓细各项安
全稳定和疫情防控措施；严把入口
关，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严格发
热门诊管理，加强医院全员健康监
测管理，从严落实感染防控举措，保
持正常医疗秩序，确保医院安全稳
定；毫不动摇地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坚决抓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稳定

各项工作。
为了进一步增强疫情防控的紧

迫感，漯河市中医院认真开展补短
板、强弱项、堵漏洞等工作；对全体
医务人员、患者、陪护等人员摸底排
查；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把好医
院预检分诊、职工通道、病房入口、
病房通道等4个关口；着眼于应急处
置，始终保持应急体系激活状态；做
好思想工作，保持稳定，把握好医院
医疗质量、医疗安全；做好安全生产
工作，在薄弱环节上做好自查。

本报讯 （记者刘永
胜 通讯员梁元元）记者
从新安县中医院获悉，9
月29日~10月23日，该院
共为群众提供防疫中药
汤剂74866袋。

近日，突如其来的疫
情使新安县迎来了严峻
考验。新安县中医院党
总支接到上级指令，严格
落实新安县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关于疫情
防控中医药干预工作方
案》部署要求，主动作为、
层层部署，连夜熬制防疫
中药汤剂，充分发挥中医
药的独特作用，向县内隔
离点位、一线防控工作人
员、高速卡点等进行配
送，叮嘱大家在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的同时做好自
身防护，确保中药预防汤
剂“ 应 服 尽 服 、愿 服 尽
服”，为疫情防控贡献中
医力量。

为了让群众尽早服
上中药汤剂，新安县中医
院党总支高度重视，借鉴
以往“智慧中医药共享中
心”经验，全体工作人员
连续7天，加班加点、昼夜
不停，有的利用下班时间
到中药煎药房帮忙熬制、

分装、配送，日煎煮量达
1.5 万余袋，全力保障中
药汤剂供应，并在第一时
间送往全县各隔离点及
卡点，以提高重点人群的
防病、抗病能力。

在煎药房里，同样是
一派繁忙景象，抓药、称
重、分拣、熬制、装袋，各
科室也为在院患者一日
两次发放防疫中药汤剂，
介绍用法及服用注意事
项，增强了患者对新冠病
毒的抵抗力。

与此同时，新安县中
医院还在门诊楼、急诊、
住院科室等公共区域点
燃艾条熏染，对就医环境
进行消毒杀菌，以减少医
源性细菌的传播，控制院
内交叉感染。

自疫情发生以来，新
安县中医院已多次为全
县及周边地区免费提供
中药汤剂，为战胜疫情发
挥了积极作用，也让广大
群众对中医药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该院将继续
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
的独特优势，承担职责使
命，实现中医药及早介
入，筑牢新安县疫情防控
屏障。

陈飞飞向一位患者讲解对讲机的使用方法

《张仲景》特种邮票发行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崔松涛 刘 超）10 月 22 日
是世界传统医药日。为了弘扬
中医药文化，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在南阳医圣祠举行了《张仲
景》特种邮票首发仪式。

南阳是邮票资源大市。一
直以来，南阳市委、市政府十分
注重利用邮票宣传南阳，南阳的
许多文化名胜与自然资源成为
国家名片，有效提升了南阳的
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近
年来，国家发行南阳独有题材

及相关题材的邮票 100 多套近
千枚，反映了南阳市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绚丽多彩的自然
风貌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宣
传南阳、展示南阳形象发挥了
独特作用。

此次发行的《张仲景》特种
邮票历时近 6 个月完成创作，是
继《诸葛亮》《张骞》《屈原》《华
佗》等中国古代历史名人系列邮
票发行之后的又一经典之作，由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
刘金贵手绘创作。整版邮票以

汉绘画代表颜色“土红”为底色，
加上与汉代、中药文化有关的元
素组合而成，邮票中张仲景的人
物形象借鉴了京剧中脸谱的设
定。“小型张”张仲景像人物造型
则以中国工笔重彩画的表现手
法，塑造了张仲景施仁术、济苍
生的“医圣”形象。该套包含邮
票2枚、“小型张”1枚，邮票为“坐
堂行医”“撰书立著”，“小型张”
为“张仲景立像”。全套邮票面
值8.40元。

南阳是张仲景的故乡，是张

仲景医学文明的守护者和传承
者，是仲景文化品牌的塑造者和
弘扬者。《张仲景》邮票首发式在
南阳举行，对南阳市打造全球中
医圣地、全国中医高地、全国中
医药名都具有重要意义。南阳
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始终以传
承弘扬仲景文化为己任，主动当
好中医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桥梁和纽带，努力在中医药文化
产业创新发展上扛大旗、走前
列，为南阳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做出新贡献。

10月24日，博爱县中医院医务人员在分包防疫中药。为了更好地预防新冠肺炎，该院集中力量，每天都分
包大量预防新冠肺炎的中药，并熬制打包好，分发到一线抗疫人员和重点人员手中。 侯林峰 张友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