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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
康局机关党支部以创建“四强”党
支部为抓手，将党建“红色引擎”深
植于医疗卫生服务全链条，走出一
条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之路。

通过深化党组织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江海区卫生健康系统
党组织从 9 个增至 15 个。在“双
报到”机制下，党员化身“健康管
家”，联合五四村、永安社区开展
志愿服务 20 余场，惠及群众 1000
余人。同时，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实施“健康助企行
动”，为 5 家企业提供义诊和上门
体检服务，服务人数超1200人，指
导15家重点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
专项治理。

此外，江海区卫生健康局与中
山大学共建“便民健康服务站”。
组织大学生党员深入服务站开展
科普宣教，目前累计服务群众超
2000人次。由于表现优秀，江海区

“便民健康服务站”建设项目实践
团被评为中山大学广东青年大学
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优秀团队。

“既要当业务尖兵，更要做党
员先锋。”这是江海区卫生健康局
党支部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近年
来，全区系统内 9 人获评市区“两
优一先”，4个集体荣获表彰，形成
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各医
护团队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强化技
能提升，如江海区中西医结合医院
医护团队积极开展肌骨超声治疗、

富血小板治疗等新项目，多名医护
人员在全市医疗卫生系统比赛中
获奖。

从省级公共卫生服务考核“优
秀档次”到 4 个村居荣获“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号，从消
防安全先进单位到精神卫生管理
省级先进，一块块奖牌见证着党
建引领的实效。江海区卫生健康
局机关党支部积极推动党建和业
务深入融合发展，使支部成为坚
强的战斗堡垒，每名党员成为一
面鲜红的旗帜。

站在新的起点，江海区卫生健
康局机关党支部正以“四强”创建
为契机，深化“党建+健康”双融合
机制，让党旗在医疗救治、公共卫
生、健康服务一线高高飘扬，为
辖区群众织就更加坚实的健康
保障网。（作者单位：江海区卫生
健康局）

医务人员准备天灸药物医务人员准备天灸药物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
惠州坐拥超25.5万家企业及百万
制造业劳动者。为守护劳动者的
职业健康，惠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以下简称“惠州市职防院”）以国
家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
范项目为引擎，创新打造防治协
同、靠前服务、医企共建、工效融合
的“四维防护”职业健康屏障，通过
系统性防护为劳动者构筑坚实健
康后盾，赋能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在防治协同方面，惠州市职防
院针对职业病“易防难治”特性，建

立“预防—监测—康复”全周期防
护体系。专业团队 7 年深入 1000
余家企业，推动工作场所合格率持
续提升。每年在全市 7 个县区开
展超20万人次职业健康常规体检
个案监测，为 2000 余名高风险劳
动者免费体检，实现早发现、早干
预。此外，依托50张专科床位，融
入运动康复、中医理疗，提升患者
疗效与生活质量，满足重点职业
病患者需求，并以建设省级区域
职防中心和市级职业病重点临床
专科建设为契机拓展区域辐射能

力，夯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
工作格局。

为破解企业服务“最后一公
里”难题。惠州市职防院靠前服
务，织密全域安全网络。在大亚湾
区、仲恺区两个工业集中区设立分
院，通过流动体检车开进厂区，上
门服务解决企业调班难的实际问
题，实现职业人群少跑路、少等
待。同时，建立“市—县（区）—镇
（街）”三级联动的靠前医防融合职
业病防治体系，与各县区慢病院
（站）等机构缔结医联体合作关系，

织起一张覆盖全市的职业健康服
务网。

在医企共建方面，惠州市职防
院针对企业职业健康管理体检、培
训、监测等环节分散独立的“碎片
化”痛点，打造“职业健康一体化服
务平台”，涵盖职业健康检查、危害
因素监测、职业卫生培训、风险评
估等服务内容，重点聚焦企业薄弱
环节与高风险点。同时，为企业提
供个性化、一站式、全方位的职业
健康保护“管家式”服务方案，50
多家大型企业先后签约使用。此

外，还与企业在科研领域展开合
作，共同研究解决实际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市职防院
以工效学为突破口，引领全面健康
转型。2023 年，该院与企业合作
建立职业健康运动康复中心，针对
职业人群常见的肌肉骨骼损伤问
题，开展身体姿态测评、人机工效
学风险评估等技术研究与实践，为
劳动者量身定制康复方案；牵头编
制团体标准《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
患工效学风险评估指南》；与深圳
市职防院等单位建立运动康复联
盟，改变传统的“重治疗轻预防”模
式，推动职业健康服务向“防、治、
康、促”全链条转变。

职业健康是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基石。惠州市职防院将
持续深耕“四维防护”体系，全力构
建覆盖全职业人群、全生命周期的
现代化健康屏障，为湾区产业腾飞
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作者单位：惠
州市卫生健康局）

广州讯“你现在轻轻地、牢
牢地扶住孩子的头，避免婴儿分
娩太快撕裂产道，你扶住了吗？”

“ 扶 住 了 ，用 手 轻 轻 扶 住
了。”……6 月 25 日凌晨，家住广
州市白云区的产妇临产，产妇丈
夫致电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
心求助。考虑到产妇为二胎，产
程可能会很快，调度员阮怡姬在
派出救护车后，通过电话远程细
心指导产妇丈夫准备迎接孩子。

“请不要挂断电话。”阮怡姬
询问完产妇地址后迅速派出救
护车，又接着询问起了产妇情
况，得知产妇怀孕已经过 40 周，
宫缩已经启动、频率达 1 分钟 1
次，羊膜囊已经娩出一部分，羊
水还没有破。考虑产妇为二胎，
孩子可能在救护车到达之前会
娩出，阮怡姬立即开始远程指
导，告诉产妇：“不要阻止胎儿娩
出，不要夹紧双腿，不要坐在马
桶上，选择最舒适的姿势休息，
宫缩间隙深呼吸。”阮怡姬指导
产妇丈夫在产妇的头下面垫一
个枕头，并立即准备干净的毛

巾、毯子、绳子和别针等物品。
“救护车在来的路上。在医

生到达现场之前，我不会挂断电
话。我们一起关注产妇的情况，
如果产妇情况有任何变化，请立
即告诉我！”其间，阮怡姬发起三
方通话，让南方医院派出的急救
团队与产妇家属直接对话，确认
产妇情况和小区入口。

10分钟后，电话那头传来产
妇丈夫的一声惊呼：“羊水破了，
宝宝的头出来了。”

阮怡姬立即指导孩子爸爸
接生：“在分娩的时候用手轻轻托
住孩子的头和肩膀，并牢牢抓住
孩子的屁股和双腿，要注意新生
儿可能会很滑。”幸好产妇爸爸十
分镇定，接生的同时还在不断安
慰妻子：“宝宝的头出来了，没事
的，不要担心，妈妈也没事！”

1 分钟后，孩子完全娩出。
在得知孩子有呼吸、有哭声，产
妇状态也平稳时，阮怡姬悬着的
心终于放下了。此时，救护车医
护人员也及时抵达现场接管后
续处理。

微 新闻

■ 日前，肇庆市端州区计生
协举办“雅韵霓裳·暖心汉服
行”——端州区“暖心家园”第二
季度集体庆生活动。活动通过

沉浸式体验古典妆容设计、汉服
造型搭配及主题摄影，以针线间
的东方韵味为媒，为特殊家庭对
象编织出一场重拾芳华的圆梦体
验，使其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关
怀。计生特殊家庭成员及志愿者
约30人参加了活动。 （梁楚燕）

广州讯 近期，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肿瘤医院（以下简称“广医肿
瘤医院”）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精彩
中医药 健康惠万家”的大型中医
义诊活动，吸引数百名患者及家属
参与。此次活动通过中医一对一
诊疗、特色理疗技术体验等形式，
展示中医药在肿瘤“预防—治疗—
康复”全周期干预中的独特价值。

广医肿瘤医院副院长欧阳
斌介绍，此次义诊是医院推动中
医药与肿瘤防治深度融合的重
要实践。未来，医院将持续开展
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以“中医
特色技术下沉+中西医联合诊
疗”的模式，让更多患者从中西
医结合治疗中获益。

“我是肠胃癌患者，在广医
肿瘤医院做免疫治疗时，很早就
接受了中医干预，体验特别好，
几乎没什么药物副作用。”叶小
姐告诉笔者。

“中医不是肿瘤治疗的‘替
补队员’，而是贯穿全程的‘主力
成员’。”广医肿瘤医院中西医结
合科（内科六区）科主任、中医师
苏旭春强调，中医中药在肿瘤全
程管理中可发挥多重作用，不仅
能降低癌变风险、缓解治疗副作
用，还能提升患者生活质量，增
强对肿瘤的防御能力。

苏旭春介绍，在治疗阶段，
中医可显著缓解放化疗副作用，
如中药泡手泡足可改善化疗后

神经毒性引发的手脚麻木，艾
灸、药物敷贴能缓解胃肠功能紊
乱导致的食欲不振、腹泻等问
题。针对近年来兴起的靶向和
免疫疗法，中西医结合科已形成
配套治疗方案，能借助中医药调
节免疫功能减轻病症。

在术后康复领域，中医技术
成效显著，如乳腺癌术后淋巴水
肿患者，经刺络拔罐治疗后，多
数症状得到改善。

中医“治未病”理念在癌前
病变管理中具有独特优势，针对
肠息肉、慢性炎症等病变，采用
中药内服联合艾灸疗法，既能缓
解炎症反应，又能阻断病变进展。

活动中，广医肿瘤医院还为
肿瘤患者打造了极具针对性的
专属三伏天灸方案。

苏旭春解释，中医认为“阳
化气，阴成形”，肿瘤多因阳气不
足、寒湿凝滞而起，而三伏天灸
借助夏季阳气最盛的天时，通过
药物穴位贴敷激发人体阳气，既
能改善阳虚体质，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阻断痛觉信号以缓解癌痛，
激活 T 淋巴细胞活性、提升 NK
细胞杀伤癌细胞能力。

除了三伏天灸，活动现场还
免费开展火龙灸、温通刮痧、子
午流注低频治疗、火龙罐等特色
疗法，通过温热刺激、经络疏导
等方式，助力患者缓解癌痛、改
善体质。 （鲁旭 魏彤）

妻子凌晨突发急产 丈夫致电广州市急
救医疗指挥中心求助

调度员电话指导丈夫成功接生

相关链接：

广州市急救医疗指挥中心
温馨提示产妇及家属要记住三
个“千万”，为迎接新生命保驾
护航：

一“千万”，千万稳住情绪，
冷静是关键。急产突发易慌乱，
保持镇定才能理智应对；二“千
万”，千万备齐用品，有备才无
患。提前准备干净毛巾、毯子、
绳子和别针等，关键时刻派上用
场；三“千万”，千万保持通话，全

程听指挥。广州市急救医疗指
挥中心调度员会实时指导，紧跟
指令操作，母子平安更有保障。

面对急产，请牢记：保持冷
静，立即拨打120；听从调度员
专业指导，清晰描述现场情况；
提前准备干净毛巾、毯子等基
础用品；不要刻意阻止分娩，协
助产妇处于舒适体位；保持通
话畅通，直至医护人员到达。

（吴晋芳 罗子娟）

广医肿瘤医院开展大型中医义诊

助力患者康复与健康

□苏秉成

江门市江海区卫生健康系统走出一条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之路

□何雯意吴慧敏

佛山讯 在佛山市顺德区顺峰山体育公园的篮球场
上，一次突如其来的心脏骤停本可能酿成悲剧，幸运的是，
队友们反应迅速，利用公园配备的AED设备进行心肺复
苏和除颤，成功挽回了年轻的生命。这个真实案例，生动
诠释了顺德区全力推进“人人学急救、会急救”项目的深远
意义。

心脏骤停往往毫无预兆，黄金抢救时间仅4分钟，第
一时间的有效急救直接关乎生死。数据显示，我国院外心
脏骤停复苏成功率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而现场目
击者若能及时施救，成功率可提升2至3倍——这正是全
民普及急救技能的核心价值。近日，在顺德区群众性急救
培训现场，南方医科大学第八附属医院（佛山市顺德区第
一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江倩华点出了项目的紧迫性，尽
管顺德已构建起由胸痛中心、创伤中心及心搏骤停复苏联
盟组成的高效急救网络，但救护车抵达前的“急救空窗期”
仍是关键挑战。

今年 4 月，一场覆盖顺德
全区的社会急救水平提升大
幕正式拉开。

在顺德区卫生健康局的
统筹协调下，顺德区医学会、
顺德区急诊急救质控中心携
手各镇（街道）政府（办事处）
的教育办公室、工会等有关部
门共同发力。

项目采取“五进”模式（进
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学
校、进机关），重点瞄准公安民
警、消防、网格员、公共交通从
业者、外卖快递员、物业保安、
文体场馆及景区工作人员、教
职工、学生、企业员工等十大
类与公众接触密切的人群，同
时广泛动员其他机关企事业
单位人员、学生和社区居民参
与。目标是到年底，全区拥有

应急救护能力的人员达到 10
万，让“急救员”就在身边。

“各镇街按片区落实任
务，形成网格化推进机制。”江
倩华介绍，项目率先完成全区
医疗机构的师资储备。2000
多名来自急诊、重症、麻醉等
科室的骨干医务人员接受统
一培训，成为撒向全区的专业

“种子”。
这些师资再深入基层，开

展面向重点人群的二级培训，
所有课程均采用统一课件，但
教学方式力求简化、实用。截
至6月底，全区已完成2.5万人
的急救技能培训，进度已达年
度目标的四分之一。顺德区
总工会的经费支持确保了所
有培训免费向公众开放，大大
提升参与度。

让“急救员”就在身边
全民培训 网格推进A

急救培训的核心是掌握关键
时刻能救命的实用技能。6月25
日，在顺德区公卫中心 5 楼的一
场百人培训现场，南方医科大学
第八附属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刘书雁通过真实案例，强调了急

救“黄金4分钟”的极端重要性。
培训聚焦三大核心：针对高

发的心源性猝死，重点教授徒手
心肺复苏（CPR）和自动体外除
颤仪（AED）的操作；针对儿童常
见的异物卡喉，传授专业的气道

梗阻解除手法；针对交通事故等
创伤，则训练简易有效的止血包
扎技巧。

“顺德已在公共场所布设了
大量AED设备，但关键在于民众
敢用、会用。”江倩华再次提及顺
峰山公园的成功案例，强调培训
理念，“我们不要求人人成为专
家，目标是培养‘能发现、敢伸手、
会操作’的应急反应能力。”

实战为本 化繁为简B

在筑牢传统急救网络（如胸
痛中心、创伤中心、复苏联盟）的
同时，顺德正积极探索科技赋能
急救的新路径。

江倩华透露，项目组正与网
约车平台探讨合作，计划将司机
群体培训为“流动急救员”和“移
动 AED 载体”，实现设备与技能
的动态覆盖。更令人期待的是，
与佛山市120联合规划的低空救

援项目，未来无

人机可携带AED直飞求救现场，
将响应时间大幅压缩至分钟级。

为确保急救能力建设的长效
性，项目组已在探索常态化机
制。例如在顺峰山公园等场所试
点设立固定培训点，市民通过扫
码预约即可参加每周开设的急救
课堂。

“我们希望急救培训能像健
身一样融入日常生活。”江倩华表
示，区心搏骤停复苏联盟也将按
季度召开例会，持续优化区域急

救体系。

公众的热情印证了这种需
求。顺德区政协委员、顺德区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执行会长
罗永东表示：“我们在会员群里发
出培训通知，名额很快报满。现在
大家安全意识很强，光看短视频不
够，这种实操培训非常受欢迎。”

学员杨娜则表示：“不仅学到
了实用技能，更增强了应对突发
状况的信心和能力。”

从体育公园的惊险救援，到
十万民众的系统培训，再到无人
机与网约车编织的未来图景，顺
德正努力将每一个“第一目击
者”转化为可靠的“第一响应
人”。一个由科技、培训与制度
共同支撑的全民急救新生态正
在加速形成。（欧阳少伟 甘柳莹）

科技赋能 长效运行C

党建引领铸就健康堡垒

▲大学生党员在“便民健康服务站”开展科普宣教

佛山市顺德区

将对 10 万人开展

急救技能培训

惠州市职防院构建职业健康“四维防护”屏障

▲培训现场

筑牢健康服务堡垒党建赋能

提升卫健队伍担当锻造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