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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快讯

急救“哨点”进乡村
本报记者 刘永胜 通讯员 游新苗 文/图

眼下，在河南省新安县，
已有 101 个村卫生室通过验
收，成为卒中救治“哨点”，点
亮了“一星”；51 个村卫生室
通过验收，成为胸痛救治“哨
点”，点亮了“两星”，这是新
安县在努力建成“15 分钟急
救 圈 ”中 取 得 的 可 喜 成 绩 。
乡村医生充分发挥起步 500
米“吹哨人”的作用，县、镇、
村三级联动，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救治，增
强了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

福感，分级诊疗制度得到充
分体现。

八旬老人杜晚（化名）的
成功救治，就是乡村医生发
挥“ 吹 哨 人 ”作 用 的 其 中 一
例。

7 月下旬的一天中午，记
者在新安县北冶镇裴岭村东
陈庄二组见到杜晚时，80 岁
的他正在田地里一边哼着小
曲，一边松土除草。不了解
内情的人根本想不到，眼下，
这个精神抖擞的老人，曾在

半年前，因为急性卒中经历
了一场“生死时速”。

今年 1 月 3 日，身在家中
的杜晚突发疾病。仅 3 分钟，
乡村医生刘海子闻讯赶来，
初步判断杜晚为急性卒中，
立即拨打了乡镇卫生院急诊
科主任李小毛的手机。杜晚
从发病到抵达乡镇卫生院急
诊科大门再到开始接受溶栓
治疗，仅用时23分钟。

五头镇神堂村 69 岁的王
大 娘 也 是 其 中 的 受 益 者 之

一。今年春季的一天，王大娘
突然感到腿部麻木、脸部麻
木，周身不适，乡村医生黄宁
波迅速发动车辆，将王大娘送
到五头镇中心卫生院。经过
CT（计算机层析成像）检查，
王大娘被确诊为脑梗死。五
头镇中心卫生院迅速开通“绿
色通道”，仅用时 20 多分钟，
将王大娘从“死亡线”上拉了
回来。如今，王大娘不仅能正
常做家务、下地干活，农闲时
还能去子女家中带带孙子。

“神堂村距县城35分钟车
程，距镇上 10 分钟车程，王大
娘的成功救治，与县域医共体
基层急诊急救服务能力的提
升密不可分，与起步 500 米的

‘吹哨人’作用密不可分！”五
头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张东亮
说。

“乡村是基层急救的‘最
初一公里’，也是最薄弱的一
环。”新安县医共体总医院（新
安县人民医院）院长柳杨说。
近年来，新安县紧紧围绕“县
强、镇活、村稳、上下联、信息
通”的医共体建设路径，以实
现“两个缩短，三个提升”为主
战略，即缩短首次医疗接触时
间和首次医疗干预时间，乡村
两级急诊急救服务能力提升、
镇村两级医务人员自信心提
升、基层患病群众获得感提
升，基本实现了“医共体总医
院接得好、乡镇卫生院接得
住、村卫生室兜得牢、‘哨点’
织得密、基层能力强”的“五

新”局面。
去年 9 月 4 日，新安县全

面启动村级胸痛、卒中救治
‘哨点’建设，由胸痛、卒中救
治单元牵头对辖区内村卫生
室进行培训、考核、宣教等，由
新安县医共体总医院胸痛、卒
中质控中心进行验收，让乡村
医生成为起步 500 米的“吹哨
人”，对发病患者实现早期识
别，有效缩短胸痛、卒中、创伤
患者的首次医疗干预时间。
目前，像刘海子、黄宁波这样
的起步500米“吹哨人”就超过
200名。全县各社区卫生服务
站/村卫生室在急性胸痛患者
首次医疗接触后10分钟内，均
能完成心电图检查；在确诊急
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后，10分钟
内给予患者口服“心梗一包
药”；在确诊急性心梗后，30分
钟内转诊至能够进行再灌注
治疗的上级医院。

下一步，新安县医共体总
医院将对村卫生室卒中、胸
痛、创伤“哨点”每创建成功 1
个，就点亮“1 颗星”，直至“三
星”全部点亮。在2024年年底
前，新安县将实现全县村级救
治“哨点”全覆盖，305 个村卫
生室全部上星。同时，新安县
医共体总医院将每年验收村
卫生室的“哨点”服务能力，决
定亮星情况，并后续利用多媒
体将“三星”地图向群众动态
公布，让群众自主选择身边优
质的“哨点”医疗卫生资源，筑
牢生命安全防线。

被成功救治的八旬老人杜晚

中牟县人民医院

开展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张志磊）近日，中牟县人民
医院医务人员在不开胸、心脏
不停跳的情况下，用微创介入
技术成功为一位 86 岁心脏主
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换上了人
工瓣膜，解决了患者心力衰竭
等问题。此项技术的开展，标
志着中牟县人民医院心脏瓣膜
置换治疗进入微创时代。

据了解，4年前，患者无明
显诱因出现心慌、胸闷，活动或
平卧位时症状加重，坐立位或
休息后可缓解。1个月前，患者
心慌、胸闷症状逐渐加重，在上
级医院保守治疗后，症状未见
好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为
求进一步诊治，患者到中牟县
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住院治疗。

经检查，患者被诊断为主
动脉瓣重度狭窄，二尖瓣、三尖
瓣中度关闭不全，左心衰竭，冠

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主动脉瓣重度狭窄不仅严

重影响患者全身血液供应，也
让心脏和肺部血管压力增加，
从而引起心慌、胸闷等一系列
的症状。如不及时进行主动脉
瓣置换手术，患者的病情会逐
渐恶化甚至猝死。

中牟县人民医院多学科专
家会诊后认为，患者年龄较大，
基础疾病较多，如果进行传统
开胸换瓣手术，风险极高，决定
进行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手术历时1个多小时，6小
时后，患者撤除人工呼吸机。
目前，患者已顺利出院。

相比传统的外科开胸换瓣
手术，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
有着无须开胸、创伤小、出血
少、麻醉时间短、恢复更快的特
点，为手术治疗风险较高的患
者带来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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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柳文
孝）近日，医保“刷
脸”支付服务在灵宝
市故县镇卫生院正
式开通。这也是灵
宝市推行该项服务
的首家乡镇卫生院。

“刷脸”支付具
有“四合一”功能（即
刷脸、身份证、电子
凭证、社保卡），最大
特点是无须烦琐流
程，即使是暂时还未
激活电子凭证的参
保人，也可以通过刷
脸终端输入身份证
号码，现场快速开通
并享受此项服务。

这项服务的推
出，对于不熟悉智能
手机操作的老年人
和忘记携带身份证、
医保卡的患者来说，
就医更加方便。此

举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让群众更
“暖心”。

“刷脸”支付不仅优化了就医流
程，减少了患者的等待时间，而且提
升了患者的就医体验。这一支付模
式的启用，是故县镇卫生院医疗卫生
服务的进步，有效保障个人信息和医
保基金安全。该卫生院将持续改善
和优化患者就医体验，让每一位患者
都能享受到人性化、高效化的医疗卫
生服务。

专家来到家门口 健康服务暖心头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段泓涛 杨德坤

正值秋高气爽，舞钢市尚
店镇王庄村迎来了一批特殊
的客人。舞钢市医疗卫生服
务共同体牵头医院舞钢市人
民医院专家，按照工作“惯例”
来到村里，为群众提供健康义
诊、用药指导、健康宣讲等服
务。“专家到我们家门口，不光
是检测血糖、血压，还能检查
心电图，这些先进、及时的医
疗卫生服务，让我对自己的健
康更有底气了。”67 岁的柯大
娘说。

王庄村村民能够定期“享
用”这样的“健康套餐”，得益
于舞钢市近年来持续实施的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舞
钢市整合县乡两级医疗卫生
资源，坚持服务、利益、责任、
发展、信息、文化“六体”共通

共建，全力破解城乡优质医疗
卫生服务分布不均衡问题，缩
短乡村与医院、医生的距离，
让基层群众就近就诊。

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是守
护基层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
线”。然而，曾几何时，受医疗
卫生资源不足、技术水平有限
等因素制约，往往存在“但凡
是个小病就得去县级医院检
查，大病得送市级医院或省级
医院检查”的医疗卫生窘境。

深化医改、普惠百姓，精
准攻坚医疗卫生资源“提质”
与“均衡”。舞钢市立足紧密
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做实、做
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充实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队伍，做好村
卫生室建设工作，10家乡镇卫
生院和110家村标准化卫生室

全部提档升级，全力以赴把事
关基层群众健康福祉的民生
实事做实、做细。

舞钢市持续深化城市支
援农村工作，组织舞钢市二级
医院、三级医院，利用专家派
驻、专科共建、临床带教、远程
协同、科研和项目协作等方
式，提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服
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开展帮
扶的城市公立三级医院医疗、
医技、护理人员下沉至乡镇卫
生院“支农、支医”，并在医疗、
药学、护理、管理等方面，每周
至少给予一次技术指导；建立
健全“以县带乡、以乡带村”帮
扶机制，畅通远程会诊渠道，
从“输血”到“造血”，真正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舞钢市搭建信息平台，实

现互联互通，在2020年年底成
立舞钢市医疗集团的基础上，
高效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试点分院建设，今年先后设置
医疗集团枣林镇分院和尹集
镇分院两家试点分院，按照相
关工作标准，指导分院系统建
设和平稳运行，全力保障五大
远程中心健康、有序运行，两
家分院覆盖范围内的群众率
先享受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所带来的便捷服务。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专
家坚持下沉共建授课，与我们
互动、交流，让我们对一些急
救知识和心脑血管疾病的预
防有了更深的了解，学到了书
本里学不到的好东西、真东
西。”在舞钢市尚店镇料庄村
的一体化村卫生室里，乡村医

生杨瑞涛见证了舞钢市实施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前后，
村卫生室的就医环境、群众的
就医条件的巨大变化。

据统计，仅一年时间，舞
钢市遍布乡村的 10 家乡镇卫
生院以及开通有远程心电检
测的56家村卫生室，开展远程
影像检查等达到 1.2 万例、同
比增长 126.8%，远程心电检测
1.8万例、同比增长26.2%，远程
病理会诊 2746 例、同比增长
76%。

群众通过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远程会诊机制，与优质的
医疗卫生资源，实现了快速、
高效、无缝衔接，疾病得到及
时、有效化解，在乡镇卫生院
甚至村卫生室就能享受优质、
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

↑近日，在武陟县人民广场，医务人员正在为群众检查视力。武陟县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组织11家医疗卫生机构抽调重
点科室业务骨干，组建健康志愿服务队，开展多种形式的义诊活动，为群众送上温暖且贴心的健康服务。

侯林峰 任永立 宁计永 王 佳/摄

兰考县中心医院

救治脑出血合并尿毒症患者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栗志海）8月20日，兰考县
中心医院肾病风湿免疫科即将
出院的患者代某及其家属，手
捧锦旗，将其献给给予他第二
次生命的医务人员。

60岁的患者代某身患尿毒
症，在兰考县中心医院肾病风
湿免疫科进行血液透析治疗。

7 月 16 日，正在住院治疗
的代某，又突发脑叶大面积出
血并破入脑室。代某随即出现
烦躁、剧烈头痛、恶心、呕吐，随
后又并发高热、心力衰竭、坠积
性肺炎、胰腺炎、肠道感染等。

面对如此复杂的病情，肾

病风湿免疫科主任董倩景立即
组织副主任医师李金冲、护士
长黄明、主治医师赵梓谷等对
代某展开救治。

在30多个昼夜里，他们根
据代某的病情变化，不断调整
和优化治疗方案，确保治疗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他们凭着丰
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诊疗技
术，将代某从危及生命的边缘
拉回来。

经过医务人员不断努力，
代某的病情终于出现转机，意
识逐渐恢复，各项生命指征趋
于平稳。目前，代某已痊愈出
院。

■基层技术

卫辉市人民医院

科普讲座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
讯员张晨岩）8 月 20 日上午，
卫辉市人民医院老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邀请卫辉市人民
医院血液净化中心副主任赵
玉杰，为社区居民开展了以慢
性肾脏病的饮食管理为主题

的科普讲座。
赵玉杰围绕肾脏病常见

类型、临床表现，以及如何规
范治疗等进行讲解。

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赵
玉杰讲解了正确保护肾脏及
健康饮食的方法。

宁陵县人民医院

开展敬老院暖心服务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宋哓曦）8月19日上午，宁
陵县人民医院组织医务人员来
到柳河镇敬老院，为老年人送
去关爱与温暖。

医务人员为老年人进行健
康科普宣讲活动，并为他们测
量血压、血糖，发放纪念品、药

品等。
医务人员询问老年人的身

体状况，讲解了常见疾病的预
防知识。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
医务人员走到老年人床边提供
服务，确保每位老年人都能得
到服务和关怀。

淅川县龙城街道卫生院

举办便民服务活动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王 旺）8 月 20 日，淅川县
龙城街道卫生院在仁和小区法
治广场举办了一场便民服务活
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居民
纷纷前来咨询健康问题。龙城

街道卫生院医务人员为居民解
疑释惑，并为居民提供了专业
的医疗建议。在中医药适宜技
术体验区，医务人员通过展示
推拿按摩的独特魅力，让居民
深入了解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
精深。

范县中医院

提升基层卫生人才能力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
讯员高松英 苏延杰）8 月 21
日，范县中医院举办基层卫生
人才能力提升培训班。

本次培训，该院选派多名
理论扎实、临床经验丰富的专

家，对急救知识、体质辨识等内
容进行讲解。

此次培训，全县共573人参
加。学员们表示获益匪浅，能
够及时掌握新的医疗卫生知
识，提升自身医疗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