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诊医学科是医院应对
新冠病毒感染的最前哨，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ICU则扛
起了新冠病毒感染高峰下危
重症病人救治的最艰难一
环。

为确保急危重症患者
“应收尽收”，市人民医院根
据重症患者的病情特点和救
治需求，组建了新冠病毒感
染救治指导小组，对医护人
员进行新冠病毒感染诊断治
疗、护理等培训，并制订标准
化治疗方案，使全院治疗水
平达到同质化。成立巡诊、
会诊小组，定期对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ICU及其他科室
的收治情况进行巡诊、会诊，
对危重病人指导治疗。

“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我们都是肩并肩的战
友。”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主任魏海龙介绍，
按照医院总体部署，本着“应
收尽收”原则，在患者数量骤
然增多的情况下，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统筹规划，优化
人员安排，全体医护们面对
风险与压力，勇敢担负起使
命，全身心投入到患者救治
与医疗服务中。

同时，医院抽调骨干组
成重症救治团队，充实到ICU
病区，投入 ICU专业培训和
急危重患者的救治工作。“这
里的患者随时有生命危险，
ICU可以说是抢救生命最激
烈的阵地。”市人民医院ICU
副主任付轶谈道，这段时间，
ICU医护人员取消周末和假
期，基本处在满负荷甚至是
超负荷运转状态。有的医护
甚至吃住都在医院，24小时
守护危重症患者。

“我们要担当起医护人
员应有的责任。”这是每一位
医务人员的心声。在同病毒
短兵相接的日子里，广大医
务人员坚守医者初心，践行
使命担当，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崇
高职业精神！

自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来，为保证
接诊的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得到更加科
学精准的诊断和治疗，市人民医院成立
新冠病毒感染救治指导小组，紧紧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统筹做好医疗救治、
资源调配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
就医需求。

“市人民医院是乐山医疗的中坚力
量，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场前所未有
的硬仗。”据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魏茂刚
介绍，为保证“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医
院结合自身实际，将呼吸及重症医学科
一病区、二病区转化为重症监护床位，
转化床位72个。同时，外科医生内科
化、内科医生重症化，在院内培训并抽
调内科医生支援呼吸内科，抽调内科、
外科医生支援ICU，抽调外科医生支援
阳性患者门诊。此外，市人民医院还充
分发挥互联网医疗高效、智能、便捷的
优势，扩大医疗服务供给渠道，努力满
足特殊时期群众医疗咨询需求。

“我们以最大饱和容量、荷载能力、
运转效率，全力保急诊、保重症、保发
热、保顺畅、保稳定，集中全院床位、人
员、设备和调配，确保被新冠病毒感染
的病患能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治。”魏
茂刚说。

■记者 戴余乐 文/图

救护车马不停蹄地来
回奔忙，前来问诊的患者
络绎不绝，身穿白大褂的
医护人员脚步匆匆……走
进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
科，首先看到的便是这忙
碌的景象。

“急诊科是医院的门
户，急症、危重症患者到医
院的第一站就是急诊科。”
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
任熊伟告诉记者，随着优
化落实疫情防控“新十条”
发布，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急诊医学科的病人也
随之增多。日均急诊量从
四五百人次，增至最多达
到1200多人次。

面对压力，急诊医学科
进一步加强和住院部的沟
通交流，加快病人的周转，
发热门诊、急诊、阳性门诊
的坐诊医生由急诊科统筹
协调安排，综合调度，动态

调整，尽量减少病人排队
等候时间。同时，急诊科
抢救室和急诊内科门诊都
实行医生24小时双岗三班
倒。2022年 12月 11日至
12月29日，急诊科处置急
诊患者12234人，抢救患者
968人。

“面对激增的患者，不
仅要‘急’，还要‘稳’，不管
什么情况，一定要竭尽全
力保障救治工作。”熊伟
说，“大家每天忙得没有片
刻停歇，就是为了能多收
治一些患者。不知不觉一
天过去了，才发现连口水
都没顾上喝。”

工作超负荷运转，加之
岗位的特殊性，市人民医
院急诊医学科医护人员也
陆续出现新冠阳性症状。
但大家都咬牙坚持，带病
上岗，随叫随到，毫无怨
言。

守护急诊患者

全力施治
守住患者“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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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医学科护士为老人输液

忙碌的急诊医学科医护人员

市人民医院门诊秩序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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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挑重担

本报讯（记者 严俊铭）近日，在乐山市妇幼保
健院住院楼11楼内科办公室，省作协会员、沬若书
院研究员、乐山本土史学研究者汪建老师正挥毫泼
墨，为医护人员写春联，表达感谢之情。

“这几天我在乐山市妇幼保健院住院，看到医
护人员忙碌的身影，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便想为
他们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汪建说，近期医
院诊疗压力大增，很多医护人员都在带病坚持工
作，于是在病情好转后便想通过写春联的方式，表
达自己对医护人员的新春祝福。

倒好墨水，提起毛笔，微微沉思，一副副充满墨
香的春联便跃然纸上，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心
意，汪建还将医护人员的姓名嵌入春联中，如此新
颖的春联引得大家纷纷叫好。

“自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内科的工作量及工作
压力很重，就算加班加点都忙得团团转，更别提买
春联、购年货了。”该院内科主任孙亚琼说，看到患
者一天天好起来，便觉得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值
得，“汪老师的春联既是新春的祝福，也是对我们工
作的肯定和支持。”

市民挥毫泼墨送春联
感谢医护人员辛勤付出

1月 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
实施“乙类乙管”。随着春节临近，城市务工
返乡人员增多，基层卫生机构医疗服务能力
受到广泛关注。如何提升我国基层卫生机
构患者救治能力和农村地区新冠重症救治
能力？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作出解答。

问：如何提升基层卫生机构患者救治能力？
答：一是以科学安排班次轮换、临时招

聘、组织二三级医院下派、互助支援等方式，
稳定和扩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队伍。
制定《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诊疗和服务指
南（第一版）》，加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重点
提高早识别和早转诊的能力。

二是建立监测和调度机制，动态掌握乡
镇卫生院的药品储备和使用情况，及时进行
通报和提醒，督促加强药品配备。目前，乡
镇卫生院药物配备状况持续改善。

三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氧气袋、氧
气瓶、制氧机、指脉氧等仪器设备的配备和
使用。会同相关部门为每一个村卫生室免
费配备指脉氧2个，共发放117万个。

四是县域内建立重症患者转运专班，每
个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一辆救护车，组建非
急救转运车队，保障普通患者转运需求。

问：如何提升农村地区新冠重症救治能力？
答：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农村疫情

防控和医疗救治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重要
的基础。我们围绕“早发现、早识别、早处
置、早转诊”，主要采取以下几个方面措施：

首先，充分发挥县医院龙头作用，做好
床位、设备、设施及人员准备，提升重症救治
能力。

其次，依托已经形成的城乡医院对口支
援工作机制，所有城市三级医院分区包片，
和县医院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要求城市三
级医院和县医院 24小时连通远程医疗服
务。在特殊时期，如春节期间，城市三级医
院要派驻医务人员到县医院定点驻守。

此外，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巡回和巡诊力
度，早期发现重点人群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
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的变化，确保能够及时
送医就诊。建立城市和县域之间支援和转
诊机制及绿色通道，确保农村的重症患者能
够及时转诊、收治。

（新华社北京电）

如何提升我国基层卫生机构患者救治能力？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张辛欣）记者14日从工
信部获悉，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乡村振兴局组织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为全国832个脱贫县免费供应医用制氧机1
万余台，实现脱贫县11534个乡镇全覆盖。目前，
工信部已组织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向
各脱贫县陆续发货，预计15日前全部送达到位。

此外，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12月5日
至2023年1月1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
资保障组累计向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5个计划单列市协调供应制氧机46.2万台。

工信部等部门联合生产企业
为全国832个脱贫县免费供应

医用制氧机1万余台

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
施“乙类乙管”。时值春运，人员流动增加，出
行途中个人该怎样做好健康防护？春节假期
即将到来，聚集活动应注意些什么？针对公
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
司司长雷正龙、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
研究员常昭瑞作出解答。

问：春节假期即将到来，聚集活动应注意
些什么？

雷正龙：专家研判认为，一些地方疫情流
行的高峰期与春运、春节假期部分重合，人员
流动大、聚集活动多，特别是室内活动增多，
将进一步加大疫情传播的风险，也增加疫情
防控的难度和复杂性。

为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祥和
的春节，一是倡导大家避免去疫情高流行地
区探亲、旅游，倡导疫情高流行地区的群众减
少出行，老年人以及有严重基础疾病的人，应
该尽量避免出行。

二是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集活
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规模、人数，缩短聚
会时间，加强自我防护。

三是根据疫情情况，尽量不举办大规模的庙
会、大型室内文艺演出、展销等活动，减少农村集
市的规模和频次，落实通风、消毒等防控措施。

此外，各地应根据当地疫情形势和实际
情况，及时发布疫情预警信息和出行安全提
示，指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同时，也请
广大群众关注当地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要
求，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问：春运出行途中，可以采取哪些自我防
护的措施？

常昭瑞：在出行途中，要做好自我防护。
一是在环境密闭、人员密集的场所，比如候机
候车时，乘坐飞机、火车以及地铁、公交等公
共交通工具时，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二是在公共场所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
减少近距离与他人接触。

三是做好个人卫生，尤其是随时关注手卫
生。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肘部遮挡，将
用过的纸巾及时丢入垃圾桶。如果接触到呼
吸道分泌物，及时洗手或进行手消毒。在外或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尽量减少用餐次数，尽
量错峰就餐。尽量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
的场所。到景区等公共场所时，遵守限量预约
错峰的要求。 （新华社北京电）

春运期间怎样做好健康防护？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