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力资源挖潜保证新冠救治
从行政部门和退休人员中招募医护人员

“这些药都是熬好了的，拿
手机扫个码就能领，方便又实
惠！”在郫都区安靖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门诊大厅外，张阿姨
领到了中药汤剂后，为中心的暖
心服务点赞。这几天，中心在门
诊大厅设置了一个新冠用药咨
询点，提供中药免煎颗粒、中药
饮片成方、煎好的中药汤剂等，
患者扫码后可直接取药，减少了
排队等候时间。

同样新增的还有中医便民门
诊，可以为市民提供开具中医处
方、购买中药、咨询、预订等便民
服务，中药处方也进行了升级，根
据当前的气候、季节和人群特点，
增加了羌活、葛根、牛蒡子等增强
解表散寒、祛湿止痛功效的中药，

“截至目前，我们已为群众和医务
人员发放汤药 6000 人次。”中心
一位负责人表示，中心近期还推
出了“中药内服+浴足+耳尖放
血+针刺”的治疗方式，对减退高
热、缓解症状效果佳，尤其对儿童
退热效果明显。

在疫情防控的新形势下，安
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断优
化工作模式和服务举措。中心近

期抽调医生 16 人、护士 8 人支援
发热门诊，忙而有序，尽最大能力
满足患者及时就诊的需求。据统
计，近期中心每日接诊发热患者
1000余人次。

为了保障服务能力，中心在
急诊科外区域新增诊室 2 间，发
热门诊新增诊室 5 间，高峰期间
保证 7 间诊室同时接诊，提供 24
小时医疗服务。同时在发热门
诊、急诊建立联动机制，对发热门
诊就诊人员实行分类处理，并根
据各候诊区域等候量合理进行疏
导分流，减少发热病人聚集，缩短
候诊时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彭毅
供图 安靖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本报讯 （凌昆 成都日报
锦观新闻记者 余星雨） 记者
从温江区人民医院获悉，2022
年12月，成都市2022年度质量
管理优秀案例评选结果揭晓，
该院质量管理部报送的《综合
医院评审常态化“五化”路径助
力全面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数
据标准化建设助力提升医院运
营管理水平》2 个案例均入选
质量管理优秀案例，医院作为
全市唯一一个双案例获奖单
位，受到全市通报表扬。

据了解，在本次评选中，成

都市各企业和组织共提交质量
管理案例199个，根据专家评审
结果，评出质量管理优秀案例49
个，该院占 2 个，是全市唯一一
个双案例获奖单位。温江区人
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军
说：“医院质量管理没有终点。
此次获奖只是我院在质量管理
前进征程中的一块里程碑，今后
我院会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牢
记‘质量管理是医院生命力’，向
社会传递质量管理正能量、不断
推广先进质量管理经验，在质量
管理上再立新功、再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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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日前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携手成都高新区卫生健康
局共同创建的“成都市第三人
民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专科
联盟医院”正式开诊。据《中国
居 民 膳 食 指 南 2022》数 据 显
示，6-17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
胖率高达19%。这意味着，每5
个儿童青少年中就有一个超重
肥胖。

为持续提升全社会对儿童
及青少年肥胖问题的认知，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教育部等
部门制定了《儿童青少年肥胖防
控实施方案》，强调政府、社会、个
人的责任，促进家庭、学校、社区
和医疗卫生机构密切协作，大力

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建设肥胖防
控支持性环境。

近年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心团队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践行肥胖三
级防控体系，探索建设“从医院
到社区、从社区到家庭、从社区
到学校”新的家医融合模式。经
过前期深入交流，成都高新区卫
生健康局携手成都市第三人民
医院开启深度战略合作，进一步
创新探索分级诊疗新模式。

按照计划，双方的合作将以
共建“专科联盟医院”为抓手，充
分发挥三甲医院学科优势资源，
带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家庭
医生团队组建、技术指导、科研
共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方
位的深度合作，打造“健康管理
在社区、疾病诊疗在上级医院、
康复回社区”的全生命周期闭环
管理服务模式，切实推动学科区
域一体化发展。

在当天的肥胖与代谢性疾
病专科联盟医院开诊活动中，
市三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中
心主任刘雁军博士率领团队，
针对肥胖和代谢性疾病问题从
外科治疗、药物治疗、营养干
预、康复运动等多个方面，为参
与义诊的家长进行了一对一科
普，并为参与活动的儿童及青
少年提供了免费的人体成分分
析、肝纤等筛查。

李诗敏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记者 邓晓洪 供图 市三医院

2022年12月28日，成都市
第五人民医院眼科代艳主任及
团队成功开展了在 NGENU-
ITY 3D 可视化手术系统下首
例3D眼科白内障手术，标志着

该院步入了眼科手术3D时代。
在医疗科技迅猛发展的加

持下，眼科手术亦快速迈向新
台阶。3D 可视化手术系统是
目前国际上前沿的技术，在该

系统的辅助下，眼科显微手术
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摄像
头替代传统目镜，术者佩戴 3D
眼镜，术野清晰立体，每个细节
都一目了然，使手术操作变得
更加安全，为患者带来更为安
全舒适的手术体验，同时也为
医院科室建设和发展带来强劲
助力，眼底病、白内障、青光眼、
ICL 植入等手术均可通过 3D
可视化手术进行。

相比传统眼科显微手术，
3D 可 视 化 手 术 下 的 视 野 更
加 放 大 ，放 大 倍 率 增 加 高 达
48%，视野景深拓展高达 5 倍
并 且 深 度 分 辨 率 提 升 42% ，
便 于 更 好 地 区 分 病 变 每 一
细 节 ，让 手 术 更 加 安 全 精
准 。 同 时 对 于 光 敏 感 患 者
使 用 更 低 光 照 强 度，让患者
更加舒适易配合完成手术治
疗。 叶亚茹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供图 市五医院

市五医院眼科成功开展
首例3D可视化白内障手术

发放汤药6000人次 暖身又暖心

本报讯 （周蕾 成都日报
锦观新闻记者 余星雨） 为保
障特殊时期特殊人群的生命安
全，日前温江区金马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永盛分中心的
精防人员和家庭医生通过讲
座方式现场为辖区内严重精
神疾病障碍患者家属进行新
冠防控知识宣教，讲解办理免
费服药政策，发放新冠居家康

复告知书、慰问品等。同时，该
中心精防人员及家庭医生团队
还为辖区内行动不便的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上门进行健康教育
宣教、送药等服务，做实做细
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工作，通过签约服
务这个“小切口”，将党和政府
的关爱送到严重精神障碍患
者身边。

关爱特殊人群 医务人员上门送服务

全市唯一
温江区人民医院双案例入选

成都市2022年度质量管理优秀案例

“我妈妈前段时间阳了，现
在一直在咳嗽，罗医生能不能帮
她看一下？”一位女士带着70多
岁的母亲来到锦江区莲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发热诊疗站咨
询。护士先测量了老人的体温，
随即家庭医生罗医生进行了问
诊和肺部的听诊，并根据这位老
人的情况开了止咳药，同时进行
了药物使用的指导。整个问诊
全程仅 15 分钟左右，免去了到
医院排队问诊之苦，老人和家属
对此表示非常满意。

近日，在锦江区卫健局的指
导下，莲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
莲花西路88号增设了发热诊疗
站，为发热或呼吸道症状患者提
供诊疗并完成药物配制，同时还
提供健康咨询、新冠病毒抗原检
测指导等服务，并可实现医保个

人账户即时结算。
据莲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发热诊疗站
由之前的核酸检测方舱改建而
来，工作时间内都有医生坐诊，
为居民提供新冠病毒感染相关
问题的免费咨询服务。诊疗站
内还配有退烧药、感冒药等常备
药物，有需要的居民可以向医生
免费申领退烧药，医生也可根据
居民的需求进行药物配制。为
了方便慢病居民的健康管理，发
热诊疗站还提供血压、血糖监测
服务。此外，莲新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还在诊疗站为过往的群众
免费提供中药“大锅汤”。

锦江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除了莲新社区的发热诊
疗站以外，为更好地覆盖锦江
区人员流动性大、人口密度集
中以及医疗资源相对缺乏区域
的医疗服务，锦江区已将 14 个
核酸采样方舱改造设置为发热
诊疗站，配备专业医务人员和
常用药物，提供简易诊疗、中药
大锅汤、咨询等服务，全力响应
人民群众当前的健康需求。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余星雨
供图 莲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方位服务辖区群众就诊

锦江区设立14个发热诊疗站

新闻快阅

市三医院肥胖与代谢性疾病
专科联盟医院开诊

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健康成都
07健康好帮手 就医全指南

转运新冠重症患者 向重症应急病房搬
运抢救设备

怀孕的护士坚守在一线 带 病 工 作 的 医 务 人
员趁午休输液治疗

新冠用药咨询点

为参与开诊活动的青少
年进行健康筛查

发热诊疗站服务群众

3D可视化手术系统助力眼科显微手术进入新时代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与其他医疗机构不同，他们是专业
的传染病医院，必须为全市救治工
作兜底，因此部分其他医院处理不
了的危急重症患者还得往这里转
运，在本就满负荷工作的状态下，他
们更是压力巨大。

“再大的压力，我们也必须扛下。”
医务部主任郑军说。医务部是医院实
现医疗救治的中枢机构，他们要负责
全院的救治资源分配、协调。郑军以
12月30日的数据为例告诉记者，截至
当日，该院60岁以上的新冠感染患者
有264名，80岁以上的116名，90岁以
上的10名，其余是60岁以下的，总量
达到360名，“在医院的统筹安排下，
所有患者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

在12月中旬以前，市公卫中心尚
有部分外院支援的医务人员，但此后
各家医院都面临救治压力，支援的医
务人员相继撤离，导致该院人手紧缺。

医院紧急向退休医务人员发出
征召通知，希望他们回到医院支援临
床一线工作。征召通知发出后，很快

就有10余名医务人员赶赴而来补充
到救治一线，“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
的回归让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他
们是退休人员，年龄较大，即使知道有
感染风险，但他们依然回来得义无反
顾，真正诠释了‘医者仁心’四个字。”
郑军对此感慨万千。

但一线依然缺人。在这种情况
下，市公卫中心继续挖潜。医院紧
急将行政部门持有医生执照和护理
执照的人员统计出来，作为后备梯
队，随时补充到缺人的岗位，进一步
缓解了人力资源的紧张。

从医务部主任郑军的工作状态
可见这场战疫的急迫与紧张。他告
诉记者，他在办公室有一张行军床，

“因为提前预判了重症高峰的到来，
我之前就收拾了行李住在办公室，
一个星期没有回过家。”

与郑军一样，护理部主任万彬
也在办公室备齐了装备，“我虽然离
家近，但不能脱身的时候就直接睡
在办公室，遇到突发情况可以立即
赶到现场指挥。”

兜底重症 拼了！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2022 年 12 月中旬，新冠
感染患者不断涌入医院。最
开始，市公卫中心原有的重
症病区还能够应付，但随着
重症患者的增加，床位很快
就不够用了。

12 月 23 日 上 午 10:30，
该院紧急召开应对新冠重症
高峰救治专题会议，就接下
来可能发生的状况研究应对
措施。

其中主要的一条措施，
就是紧急组建一个新的重症
病区。副院长蒋良双告诉记
者，在“新十条”颁布以前，该
院新冠重症病区有一层楼，

“我们判断，一层楼的床位可
能不够用，必须未雨绸缪，新
开辟应急重症病房。”

会议之后，为了让重症
患者得到及时、准确、顺利的
救治，该院快速行动进行全院
整合，将重症二科的患者调整

到重症一科及其他专科病
区，重症二科整体进入应急
病房，负责收治新冠危重症
患者。随着病人的不断增
多，重症二科再次调整搬迁，
将收治新冠危重症患者的床
位扩增到 50 张。同时，该院
将结核病区由 5 个调整至 4
个，结核三科患者分散到其
他结核病区，该科全体医护人
员迅速组建应急三科到方舱
应急病区，增加床位 160 张，
负责新冠重症患者的收治。
医院还将肝病病区由 3 个调
整至2个，感染病区由2个调
整至1个，并压缩妇产科和儿
科床位，抽调 20 多名与呼吸
专业相关的医生加入新冠患
者的救治当中，从而使全院

新冠救治医生达到近100名，
护士200余名，以保证新冠患
者的“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截至目前，市公卫中心
原有的重症病房加上新组建
的应急病区，再加上普通新
冠收治病区、方舱以及危重
症病房，全院用于收治新冠
患者的病床达到了 500 张，
占全院床位总量的 50%。经
过紧急调配后，高峰时期，市
公卫中心每天收治近百名新
冠患者，仅 12 月 26 日当天，
短短 12 个小时，医院就收治
了 97 名患者。在做好新冠
患者救治的同时，该院结核、
肝病、艾滋病等病区依然做
到了“应收尽收”，确保了其
他患者的诊治需求。

新冠患者在短时间内
集中涌入医院，尽管身着防
护服，但在高浓度病毒环境
下，医务人员还是一个接一
个出现发烧、浑身酸痛、咳
嗽等症状。“普通感染者有
的 症 状 ，我 们 医 务 人 员 都
有，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
只要没有躺下，他们都坚守
在自己岗位上。”副院长蒋
良双对记者说。

12 月 26 日晚上，因为很
多患者需要呼吸机，医院紧
急进行设备动态调整。护理
部主任万彬从晚上 10 点钟
开始，挨个给医院各科室护
士长打电话，逐一询问科室
情况，科室住院患者有多少、

上呼吸机的人有多少、其他
设备使用情况如何，“我安排
他们立即统计未用呼吸机数
量，必须尽快配合医学装备
部将呼吸机等抢救设备归拢
起来送到应急病房。”

这一晚，每一个科室都
是未眠的。在大家的齐心协
力下，仅仅一个小时，有创和
无创呼吸机就陆续送抵应急
病房，高效的运转，确保了患
者得到及时救治。

“那天晚上，看到同事们
拖着生病的身体，步履艰难

地奔波着，心中既感到安慰
又感到心酸，在一场硬仗面
前，他们忘我的精神让人流
泪。”万彬说。

针对病房供氧需求以及
患者楼层分布特点，该院还
将供氧进行了调整，重新布
供氧管道分层供氧，确保了
所有应急病区氧压的稳定。

与此同时，对于突然增
加的抗病毒药物的治疗需
求，市公卫中心提前规划部
署，积极储备抗病毒药物，确
保了重症患者的救治。

多科协作确保救治有序畅通
为救治生命开辟一条通道

在新冠重症高峰期，医者的坚
守总是让人动容。

历经3年新冠救治后，应急一科
主任张玲已成为经验丰富的专家。
在这次重症高峰出现之前，由于每
天坚守在封闭管理的应急病区，长
时间戴着护目镜工作，本就高度近
视的她患上严重眼疾，2022年11月，
她的视力越来越差，去做检查，眼科
医生告诉她是因为护目镜伤害以及
用眼过度所致，需要休息才能减少
伤害。即便如此，面对重症高峰，她
顾不上休息，仍然一边吃药一边坚
持收治重症患者，她说：“我伤的是
视力，而重症患者如果得不到及时
救治，失去的将是生命。”

由于丰富的新冠救治经验，张玲
工作之余还要承接全市各医院的会诊
与治疗指导，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

应急重症病房护士长冯静同样
如此。从 2020 年新冠病毒肆虐开
始，她就长期待在闭环管理病区，同
样是护目镜带来的伤害，导致她视网
膜出血，如今每月靠打针维持治疗。

护士长刘梅患有美尼尔氏综合
征，她所在的肝病科部分医务人员

抽调去新冠重症病区，本科室的患
者也需要照顾，她无法脱身。在发
病的时候，她就对症吃药外加镇静
剂，凭着坚强的毅力坚守岗位。

年轻的小护士袁利萍，因为长
时间穿防护服不透气，背上长了一
个疖疮，后来疖疮化脓导致背部裂
开一个深深的口子，她谁也没说，日
日如常地战斗在临床一线。当护士
长发现并为她处理伤口时，不由落
下了眼泪，而她却说：“哪个医生护
士不是发着烧、浑身痛都在上班啊，
我这点不算什么。”

⋯⋯
类似的故事无法一一罗列，医

务人员在用他们的坚守护卫每个患
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是他们的付
出，换来了患者的安全。”市公卫中
心党委书记徐鸿说。

副院长蒋良双告诉记者，如今新
冠重症患者救治仍在持续，“作为大型
三甲传染病专科医院，我们全院依然
在竭尽所能，秉持职业精神全力以赴
去保护每一名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李悦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邓晓洪

供图 市公卫中心

轻伤不下火线
他们用坚守一线护卫患者的生命

紧急组建新的应急病房
新冠床位占到全院床位50%

医院在整合医务人员时进行应急培训

一边工作一边输液的医护人员

2020年春节，为了应对
突袭而来的新冠病毒，在成
都市委、市政府主导下，作为
主战场的成都市公共卫生临
床医疗中心，仅用14天时间
便完成二期装修改造，此举
创下将一栋楼改造为收治新
冠负压病房的时间纪录。

从 2022 年 11 月开始，
国家相继出台“二十条”和

“新十条”政策，作为兜底医
院的市公卫中心着力抓重点
工作转移，为应对可能出现
的就诊高峰，他们紧急整合
全院资源，迅速扩充发热门
诊诊室，组建多学科团队，整
合结核、肝病、艾滋病三大病
区筹备床位，分层分级收治
患者⋯⋯全院医务人员用奔
跑的速度和全力以赴的信
念，再一次展现了作为定点
收治医院的责任与担当。

快速、无畏、准确、奉
献⋯⋯在救治患者过程中，
这些关键词都难以概括和形
容市公卫中心医务人员在这
场战疫中的真实状态。事实
证明，他们提前谋划的一切，
为此后应对就诊高峰起到了
非常大的铺垫作用。

那么，他们在这段时间
为了护卫患者生命健康安全
都经历了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