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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A 打造让社区居民安心的“健康驿站”

献血救人，给患者以生的希
望。2021年，在无偿献血者的无私
奉献和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汕头市的采血总量超14吨，机采血
小板超6000个治疗量，与前年相
比，增长了23%。这一采血量为手
术的成功施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68岁的曾伯是饶平县人，前
段时间，他在家中突发心脏病，
被紧急送往汕头大学医学院第
一附属医院抢救。由于曾伯的
病情危重，院方为他开通了“绿
色通道”，在确保血液供用充足
的情况下，医生成功为他施行了
手术。目前，曾伯恢复良好。

曾伯说：“谢谢医生对我的
抢救，汕头市中心血站提供了血
液，手术才能做，不然就无法做。”

据了解，去年，仅汕头大学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联合心脏
外科中心，就完成体外循环手术
超370例，手术的用血量不小。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联合心脏外科中心副主任
郑育举说：“我们粗略算了一下，
大概到目前为止，总的用血量是
30 多万毫升，其中，血小板可能
有 200 个治疗量，用血确实是比
较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在止血的

时候，血小板的应用是作为常规
应用。我们医院的输血科和汕
头市中心血站对我们中心的支
持力度是很大的，因为有他们这
样给力的支持，我们才能有条件
给危急重的病人施行手术。”

汕头市中心血站的数据显
示，去年，汕头市的采血总量超
14吨，这些血液为全市32家医院
的手术施行提供了保障。

而为提高血液制品的制备能
力，汕头市中心血站引进了“全自
动冷沉淀凝血因子制备仪”，并在
去年12月分点试验“去白细胞悬
浮红细胞”新技术，临床反馈良
好，今年1月1日起，这项技术在
全市各大医院全面推广应用。

汕头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
耿聪说：“新的一年我站将继续
为民办事再发力，进一步加大宣
传招募工作和对无偿献血者的
关爱力度，继续壮大我们的应急
招募队伍，加快提高血液制品的
制备能力，让血液更有效、更安
全，我们还将继续开展稀有血型
的招募工作，完善检测制备和区
域调剂等机制，为汕头发展大健
康产业和打造区域性医疗高地
提供有力的血液保障。”

汕头市年采血量超14吨

为医院手术提供保障
□汕头局

江门市蓬江区培育和打造一批适合基层开展的特色服务项目

强基层特色专科“筋骨”
□陈舒畅

林影秀

如何打通群众就医“最
后一百米”？近年来，江门市蓬
江区卫生健康局培育和打造一批适
合基层开展的特色服务项目，强基层
特色专科之“筋骨”；大力推行“优质服
务基层行”活动，着力构建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新体系，使广大群众能够就近享有
安全、有效、方便、经济的基本医疗卫生
服务。

2021年，蓬江区环市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全科医疗科、蓬江区棠下镇
卫生院中医馆获评2021年“江门市
基层特色专科”。

蓬江区环市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隶属于江门市第二人民医
院，是一所院办院管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负责环市街道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和全科
医疗的工作。

“我中心辖区内管理常住人口
为 128335 人，是江门市主城区管
理人口最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该中心主任唐正康介绍，江
门市中心医院蓬江分院（江门市第
二人民医院）于2020年挂牌成立，
依托江门市中心医院紧密型医联
体的优势，建立了“基层首诊、分级
诊疗、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分级
诊疗模式，让居民可以享受更方
便、快捷的服务。

依靠深入基层的优势，该中心
的全科医疗科为慢性病患者提供
连续性、综合性服务。家住环市街
道的患者陈阿姨确诊糖尿病后，这
儿也随之成为了她的“健康驿
站”。陈阿姨说：“有什么不舒服，
走几分钟的路就能过来，让医生看
一看，身心都舒畅很多。”

“高血压、II型糖尿病和65岁以
上老年人的健康管理工作是我们的
重点工作。”唐正康表示，这部分人
群多数是高龄和多病共存，需要全
科医生重点照顾。据悉，2020年，该

科全年高血压管理、II型糖尿病全
年管理的规范管理率均超过60%，
65岁以上老年人体检率达76.94%，
工作获得了辖区居民的好评。

“我们有独特的服务模式和服
务原则，运用生物-心理-社会新
型的医学模式开展全科诊疗工
作。”唐正康介绍，整合了临床、预
防、康复、中医、健康教育及人文关
怀的社区健康管理与整合医学理
念，并将全科医学科进行学科亚专
科分类，适应社区不同居民的健康
需求。

承接江门市鼻咽癌早诊早治
项目、承接广东省结直肠癌早诊早
治项目、承接国家心血管高危筛查
项目……在医防融合的路上，也处
处可见该科团队努力的身影。

“获授2021年‘江门市基层特
色专科’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致
力于给辖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2021年我们新聘请了4名主治
以上医生，其中 2 名硕士毕业生，
我们的医疗团队更加强大。”唐正
康表示，他们将继续通过各种方式
开展社区疾病预防和治疗工作，为
辖区居民提供整体性、连续性、综
合性“全人”治疗为特色的全科医
疗科，并将医疗和预防有机融合，
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卫生
院中医馆（前身为康复科），于
2018 年正式挂牌。2019 年底，
该院成立了棠下镇卫生院特色
专科建设领导小组，推进中医
特色专科建设。

走进该科，可见馆内设施
完备，包括牵引床、低频、超短
波、中频、熏蒸等各种康复理疗
设备 20 余部。该院医务科主
任冯兴繁介绍，团队采用中西
医结合的方式治疗，内外结合、
药物治疗中医适宜技术与现代
康复理疗技术并重，开展以传
统中医适宜技术治疗为主，西

医康复治疗为辅的综合康复治疗
服务。

58 岁的张阿姨躺在病床上，
脸、手、脚插着细细的银针，这是她
第四次尝试中医针刺治疗。张阿
姨说：“连续做了2个星期，腿痛减
轻了很多，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优
势，该馆大力开展针刺、中医定向
透药治疗、电针治疗、放血疗法、
艾灸治疗、穴位注射、耳穴压豆治
疗、中药封包治疗、中药熏洗、牵
引治疗、推拿治疗等的中医适宜
技术项目，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
享受到全过程、更优质、更便捷的

中医药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该馆在全

院范围内开展康复及中医药治
疗服务，服务人群包括家庭病
床科、内科、外科、妇产科、老年
科以及急诊各科，充分挖掘和
发挥中医专科特色与优势，提
高医院的临床诊疗技术和整体
学术水平。

冯兴繁表示，团队将进一
步提升专科的专业技术服务能
力，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
加强管理，努力把该中医馆建
设成全区一流、全市先进的特
色科室。

2014 年，杜阮镇卫生院通
过蓬江区卫计局和社保局的审
批，正式开设家庭病床服务。
紧接着，该院成立家庭病床科，
专人专科促进重点人群的健康
管理，为患者提供居家康复治
疗，提供24小时医疗服务。

“我都90岁了，腿脚走不动
了，血压高、心脏又不好，那天
清晨我心脏病发作，外面却刮
着大风，下着暴雨，多亏家庭医
生陈医生冒着大雨赶来……”
黄阿婆拉着家庭医生的手激动
地说。

黄阿婆的儿子表示，家庭
医生每周固定上门服务，除了
为母亲治疗疾病，更是对她一

种精神上的慰藉。他感动地说，
“我看到陈医生握着母亲的手，轻
轻地拍打她的后背，安慰她要安心
养病，像对待亲人一样耐心。”

“我们为有需要的居家老人、
慢性病病人、残疾人、卧病在床生
活不能自理的患者等提供规范化、
专业化的医疗护理、康复保健和营
养指导。”杜阮镇卫生院医务科主
任管有洪介绍，家庭病床服务让行
动不便、长期患病的老年人在家里
就能享受到医生的上门服务，解决
了老人往返医院的不便，也减轻家
属照理的压力。

有一次，杜阮镇杜臂村的几位
长者聚集在一起，商量为服务他们
的家庭医生送上一个惊喜。经过用

心准备，他们赠予家庭医生一面
锦旗，锦旗上面写着“尊老爱老
真心为老，相依相托相敬胜亲”，
感谢家庭医生一直以来亲切的
问候和不畏风雨的照顾。

家庭病床在群众中树立了
良好的口碑，也促进了医院的
全面发展。2019 年杜阮镇卫
生院是江门市唯一一家通过国
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的“优质基
层服务行”评选的基层医院。

管有洪表示，该科将继续
以“家庭医生服务”为模式，“家
庭病床”为依托，打造“医养结
合”服务的新模式，为政府减
压，让群众受益。（作者单位：蓬
江区卫生健康局）

阳江讯 随着春节后企业逐
步复工复产，返程客流迎来高
峰，人员大流动可能带来疫情传
播风险。2月7日，笔者走访阳西
县塘口镇卫生院，了解乡镇基层
卫生院如何持续发挥好防疫“哨
点”作用，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请大家戴好口罩，遵守秩
序，不要拥挤，保持一米以上的
距离，出示身份证，提前扫描并
打开‘健康码’。”2月7日，在塘
口镇卫生院入口，工作人员拿着
电子体温计给排队的群众测量
体温，并对准备做核酸检测的群
众进行分流。在分流待检区，工
作人员指引群众扫码登记流调
信息并生成核酸检测专用二维
码，通过专属通道进入采样区。

“请出示刚才生成的二维码和‘健康
码’。”在核酸采样区，医护人员身穿
白色防护服、佩戴N95口罩和防护
面罩，对待检群众进行信息核对和
录入，开展核酸采样。院区现场，待
检人员安全、高效地完成核酸采样
并迅速离场，做到不聚集、不逗留。

“这两天适逢复工和返程高
峰，每天有近200名群众自愿过来
做核酸检测。”塘口镇卫生院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了满足辖区群众因工
作、出行等多元化核酸检测需求，该
院增加了值班人员以及工作班次，
提前制定了检测方案，准备好核酸
采样物资，划分区域、设置采样点、
做好引导标识，确保人员和物资及
时到位。“针对年纪较大、行动不便、
孕妇等核酸检测对象，我们设立了

特殊通道和窗口，并提供相应的帮
助和指引。”该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涉疫风险排查大数据推送的
重点人员，该院会严格落实“三天
两检”，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主动上
门核查，落实有关防控措施。

为了进一步发挥基层“哨点”
作用，该院特别加强了对发热患者
的筛查，设置了独立的发热门诊以
及多间独立的留观室，严格按照防
疫处置流程，把好一线防控关。“我
们将积极引导群众疫苗接种，加快
构筑基层民众免疫屏障。”该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春节长假期间，卫
生院每天均安排医护人员坚守在
岗，确保群众能够及时获得基本的
医疗保障以及疫苗接种、核酸检测
等服务。 （林彩霞）

肇庆讯 2月8日，四会市对全
市重点人群开展免费核酸检测。
此次核酸检测主要面向交通运输、
快递、农贸市场等重点行业一线人
员，共设置了 28 个核酸检测点。
168名医护人员在四会市卫生健康
局统一协调下奔赴现场开展采样
工作。

8 日上午 9 时，各采样点已有
不少市民按照现场工作人员指
示排队等候检测。采样点划分
了等候区、采样区、缓冲区等区
域。各区域均设有清晰的指引标
识和提示牌，并将出入口设为单
向通道，保证了人员的单向流
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严格按照
疫情防控流程，做好扫码登记、
测量体温，全程维护秩序，时刻

提醒大家佩戴好口罩，保持“一
米”距离，保障核酸检测工作的
顺利开展。

检测现场，医务人员身着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进行着咽拭子样本
采集，他们严格按照检测规范流程
进行登记、信息核对、核酸采样。
在厚厚的防护服下，医务人员的汗
水一点点渗透衣服，双手在手套里
捂得起皱，护目镜里的雾气，凝结
成水珠滴在脸上。但他们不惧疲
倦，只是无声地坚守，积极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现场的工作人员很周到，流
程清晰，很有效率。”参与检测的市
民纷纷为安全有序的核酸检测工
作点赞。

（梁杰）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春节是与
家人团聚、共享温馨快乐的日子，
但对于一些正在住院治疗的患者
而言，却不得不在病房里度过新
年。对此，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都
会关注到留院治疗患者的情况，组
织医务人员、医务社工开展医患活
动，为住院患者送上祝福，让他们
在医院度过一个温馨祥和的节日。

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
人员与患者共同进行病房春节氛
围布置。一声声真诚的问候和祝
愿，一起挥春写祝福，温馨、热闹的
活动不仅让住院患者感受到家一
般的温暖，更感受到了医护人员的
祝福和关心。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
上，医务社工与住院部科室联合开
展春节病房活动，在老年病科呼吸
内科、老年病科神经内科、血液内
科、肿瘤科、心脏大血管外科等8个
科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春节活动。

医院结合科室患者特点设计
活动内容，在老年病科运用舞动治

疗的方法，提升老年患者的运动和
反应能力；在血液内科等科室，医
务人员与患者一起写福字、贴对
联；在肿瘤科，“游园游戏”正在进
行，让医患之间、患者之间互动交
流，让大家在病房感受到春节的氛
围以及医院的祝福和关怀。

“今年过年回不了家，感谢医
院对我们的关心，也感谢医务人员
在节假日坚守岗位。”一位在活动
现场的患者开心地说道。

“新年最大的愿望是身体健
康，早日出院”“希望疫情可以早点
结束，大家的生活恢复正常”“希望
国泰民安，国家富强”……为促进
患者之间交流互动，增加治疗和康
复信心，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开展
主题活动，患友们互相表达对新年
的美好愿望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此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医务社工们，在全院各科室征集患
者微心愿，联合医务人员以及社会
爱心人士为患者实现微心愿，接力
传递爱心。

张先生曾经是一名铁路工作
人员。不幸的是，他的家庭和情感
生活曾遭受重大打击，后来在广州
开始了长达 27 年的流浪生涯。1
月9日，张先生因脑出血被送至广
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送院时
所穿的衣服长期未清洗，需一套干
净的衣服。

“一套男士用干净衣服”的微
心愿招募信息发布后，广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蒲公英”造血干细胞运
送志愿者、脊柱外科的湛护士认领
了张先生的微心愿，为他准备了一
套干净外衣。院外钢琴志愿者张
老师、陈老师看到后，也主动帮张
先生购置了一套衣物，并写下暖心
纸条鼓励张先生早日康复。

看到新衣，张先生非常激动，
连声道谢。经过治疗，张先生已达
到出院标准。医院及时联系救助
站，张先生得到妥善安置，可以过
一个安稳年。

在儿科病房，有许多需要长期
接受治疗的患儿。12岁的小郑由
于经常需要到医院治疗，住院期间
感觉非常枯燥，她的新年微心愿是
——期待拥有一套厨房玩具。

产科护士在看到小郑的微心愿

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医务社工，提出
要为她实现愿望。护士用心挑选了
一套迷你厨房玩具，由社工和科室
医护人员一起送到病房。收到微心
愿礼物的小郑非常惊喜，脸上露出
了大大的笑容，立即与病房里的其
他小朋友一起分享新玩具。

一套衣物、一件玩具，背后承

载着的是患者对新生活的期盼、对
家人的思念。助力每一份微心愿
的实现，对许愿的患者而言，都是
最珍贵的礼物。而对于广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坚守岗位的医务人员
来说，患者早日康复，就是他们的
心愿。（作者单位：广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护人员与患者“ ”过年
□黄月星魏星徐米丽

四会市设置28个核酸检测点 阳西县塘口镇卫生院核酸检测出现小高峰

B 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中医药服务

C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 居家养老更有保障

式

医务人员为住院
患者挥春送福

爱心传递实现患者
微心愿

“我们时刻准备着，疫情不
息，我们不下线！”珠海市香洲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疫
情防控政策咨询热线团队为市
民提供疫情咨询服务，用“热心、
耐心、尽心”服务好每一位市民。

1 月 13 日以来，香洲区疫情
防控政策咨询热线话务量急速
上升，热线团队建立快速处置机
制，规范热线接听受理流程，合
理分工，确保群众来电和诉求在
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1 月 14
日，珠海市南屏镇发现 1 例新冠
病毒核酸阳性个案，落实分类管
控举措，为解决管控区域居民医
疗保障服务问题，热线增加了医
疗保障咨询服务任务，单日最高
接听247次。连日来帮助多名通
过热线电话求助的孕产妇、需透
析治疗的患者顺利得到救治。

“我老婆已怀孕 30 周，而且
是乙肝大三阳患者，现在药已经
吃完了，又出不去……”在南屏
管控区内，一位焦急的准爸爸打
进了热线电话。他的妻子已怀
孕 30 周，而且是乙肝大三阳患
者，原本约好时间到医院定期产
检和乙肝抗病毒检测，突如其来
的封控，让所有计划都被打乱
了，现在治疗药物紧缺让他们变
得焦急无措。热线值班人员侯
晓媛第一时间安抚夫妻俩情绪，

将目前的疫情防控政策和医疗
保障举措告知他们，随后立即联
系广生社区工作组和医疗保障
组，反馈他们的情况。经过多方
协调，这对准父母最终拿到了治
疗药物和营养品，并乘坐援助专
车到医院进行产检。

热线团队接到了南屏封控区
王先生的来电，王先生是一名肾
病患者，因错过了原定的肾透析
时间，身体已逐渐产生不适。情
况十分紧急，热线值班团队立马
分工合作，一边跟王先生保持电
话畅通，安抚他的情绪；一边联系
华发社区三人小组以及医疗保障
工作组前往王先生家中诊断病
情，在社区医生评估了病人的情
况后，迅速联系好120救护车和社
区管控人员，开启绿色通道，让患
者得到更好的治疗。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香洲区疫情防控政策咨
询热线团队24小时在线，及时对
疫情期间群众的来电诉求给予
处理和反馈，做到有求必应、有
诉必应、快速回应。截至 1 月下
旬，热线已接听超 2 万个群众来
电，为国内来珠离珠群众、港澳
台来珠同胞以及海外归国群众，
提供疫情防控政策咨询、健康咨
询、转介等服务。（作者单位：香
洲区卫生健康局）

珠海市香洲区疫情防控
政策咨询热线暖人心

□邱文卿吕浩鑫

“蓝主任，真是感谢您！”十
年前，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眼科主任蓝育青为患者阿萍进
行了近视矫正手术，时隔多年，
阿萍终于在近期中山大学孙逸
仙纪念医院专家赴连南县开展
义诊活动的现场，亲自道出了这
声跨越了十年的感谢。

连南县体育馆内，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的专家团队正
在此地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该
院消化内科、眼科、妇科肿瘤专
科、儿科、放射科等专家在现场
为群众解答健康困惑。

蓝育青的诊位前排起长长
的队伍，许多患者慕名而来寻求
治疗建议。队伍的尽头，阿萍正
驻足等待，等看诊群众逐渐散
去，她才激动地上前，握住蓝育
青的双手。

“哪里不舒服？”以为是前来
看诊的患者，蓝育青关切地问。

“我没有不舒服，我是专门来
感谢您的”，阿萍回答，“十年前在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是您
给我进行的近视矫正手术”。

蓝育青这才认出了阿萍。
阿萍表示，在接受手术之

前，因为近视，自己的工作、生活

都饱受困扰。她慕名向蓝育青
求诊。蓝育青在了解阿萍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因近视造成的不
便后，为其完成了手术，并为其
提供了许多日常护眼的建议。

尽管手术已经过去十多年，
但阿萍双眼视力的矫正效果仍
然很好，“全靠蓝主任，这十年来
我看东西很清晰，也完全没有其
他不舒服，工作、生活质量都大
大提升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阿萍在中
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发布的
义诊信息上看到，当年为自己做
手术的蓝育青将参加该院在连
南县开设的义诊活动，便产生了

“当面道谢”的念头。
活动当天，阿萍早早地驾车

出发，一路赶赴义诊现场。阿萍
表示，自己是专程来向蓝育青道
谢的，“太匆忙了，什么都没来得及
准备，但总觉得要当面道声谢。”

“这是最好的礼物！”蓝育青
表示。在义诊现场，蓝育青还为
阿萍检查了眼睛和视力情况，发
现阿萍的眼健康状况维持得很
好，叮嘱她要继续保持良好的用
眼习惯。（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孙
逸仙纪念医院）

跨越十年的道谢
□黄睿张阳

老年病科医生与患者一起写福字老年病科医生与患者一起写福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