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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一心 共克时艰
本报讯 （记者高志勇

通讯员王 雁）近日，鹤壁市
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启动防
汛救灾医疗救援和卫生防疫
应急预案，全力开展洪涝灾
害后卫生防疫工作。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紧
急组建7支市级卫生应急分
队，分赴各县（区）开展指导
和督查，了解灾情。各医疗
卫生机构迅速调配药品、器
械和防护用品，将卫生应急
各项准备做实做足。各级
卫生健康部门、有关医疗卫
生单位按照预案要求，立即
组织人员奔赴一线，确保组
织、人员、物资、技术保障到
位。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采取
多种形式，持续宣传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消毒消杀、饮用
水安全、食品卫生、个人卫生
和环境卫生等卫生防疫知
识；各县（区）在辖区张贴《致
受灾居民的一封信》，印制发
放《洪涝灾害后疾病防控》等
宣传折页1.5万份，为150万
人发送提醒短信；通过媒体
发布卫生防疫知识等公众温

馨提醒 40 余篇；向社会公布 4 部抗
洪救灾公益心理咨询热线，市、县两
级均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队伍，开展
心理疏导和干预。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抽调35名卫
生防疫专业人员，成立7个疾控技术
指导组，深入各县（区）开展防疫消
毒、环境消杀；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对集中安置点、临时垃圾堆放点、临
时厕所进行杀虫、灭鼠和消毒工作。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在全市设置
102个水质监测点，第一时间安排专
业人员深入基层开展水质采样，对
90余份水样各项指标进行了全面检
测，针对受到污染的水源及时指导
消杀；加大对集中式供水和二次供
水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供水单位
严格落实水源卫生防护、水质消毒
等卫生管理措施。市、县两级卫生
监督机构加强食品卫生监督，重点
加强对学校食堂、农村小餐饮店的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严密防范食源
性聚集性病例及中毒、中暑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鹤壁市卫生健康委组建6支市
级医疗队，深入各县（区）开展医疗
指导，每支队伍均由消化、呼吸、急
救等专业的医务人员组成。医疗队
自备车辆、救治常用急救药品、医用
卫生材料等医用物资及饮用水、食
品等生活保障物资；另外，选派96名
医疗卫生人员，入驻全市21个较集
中的受灾人员安置场所，24 小时在
岗，为安置点受灾群众提供医疗保
障。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讯员周二
彬）7月30日，郑州市卫生健康委从全市
29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抽调专业人员，
组建 120 支医疗服务小分队，紧急赴全
市各乡镇社区，帮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恢复正常医疗秩序，加强疫情防控，指导
开展消杀工作。

120支医疗服务小分队分别由能力

强、素质高、专业对口的医务人员组成，以
不给基层增加负担为原则，带齐带足必需
的医疗器械、药品、防护物资和生活用品，
来到各家卫生院、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
防疫消杀和疫情防控指导。

各医疗服务小分队将重点指导受灾
村庄、临时安置点及居民小区、地下空间
等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消杀工作；加

大培训和技术指导力度，广泛普及卫生
防疫防病知识。

此外，各医疗服务小分队还将帮助
基层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强排查管
控，规范集中隔离点管理，抓好医疗机构
测温、扫码等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推进
12岁以上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尽快建立免疫屏障。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李
倩）7 月 31 日，在卫辉市医疗物资接受
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牵头筹集的
5000盒祛暑药品被移交给卫辉市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将免费发放给当地各
安置点群众。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灾后疾
病预防和救治，周密部署灾区药品供应
保障工作，第一时间印发通知，从扛牢政
治责任、加强信息监测、保障供应等方
面，要求相关地市切实做好防汛救灾期
间药品供应保障工作。7月28日，省卫

生健康委紧急筹集了价值200万元的药
品，分批次陆续发放给全省各地受灾群
众。

正值高温天气，省卫生健康委又协
调石药集团欧意和销售公司迅速调拨祛
暑药品5000盒，及时送往卫辉市。

本报讯 （记者刘 旸）7 月 30 日下
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以下简
称十三师）发改委副主任、河南省第十批
援疆干部王伟来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将
一面写有“十三师红星医院捐赠河南省
人民医院50万元”的牌子，送到了该院。

此外，十三师红星医院还发起了“防

汛抗洪 驰援河南”慈善募捐，全院干部
职工紧急筹集救灾款项。截至7月22日
17时，十三师红星医院（医共体）共收到
捐款31.441万元，全额转给十三师慈善
总会，统一捐赠给河南灾区。随后，十三
师红星医院党委研究决定，再为河南省
人民医院专项捐款50万元。

十三师红星医院是河南省重点援助
的医院，医院升为三级甲等医院、挂牌成
为河南省人民医院分院、获批国家级住
院医师规培基地，省人民医院都做出了
巨大贡献。这次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等地受灾，十三师红星医院快速提供援
助，体现了两地的深情厚谊。

本报讯 （通讯员刘天庆
崔 静）近日，新乡医学院夜

以继日防汛救灾，一方面全力
开展自救，顺利转移近万名患
者、家属和师生，确保校区和
院区平安；一方面援助地方，
接收并妥善安置 2000 名受灾
群众。

7月21日，新乡暴雨，新乡

医学院新乡校区内涝严重，危
及师生生命与财产安全。危急
时刻，学校各部门同心协力，众
志成城，昼夜奋战，确保校园平
安，并及时完成灾后重建工作，
快速恢复校园正常秩序。

7 月 26 日，卫辉市严重内
涝、全城居民紧急转移。新乡
医学院卫辉校区和新乡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有近万名患者、
家属和教职工学生。在党和政
府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该校
师生奋起自救，安全转移并妥
善安置。

同时，新乡医学院还积极
援助地方，按照新乡市的安排，
设置受灾群众安置点。

7月28日，新乡医学院连夜

接收并妥善安置了受灾群众
2000人。近1600名学生发扬奉
献精神，在 48 小时内为群众腾
出了条件较好的宿舍。在这些
学生中，有一批是 7 月 26 日从
卫辉校区转移安置的受灾学
生，他们毫无怨言为受灾群众
让出了空间。

学校对宿舍进行清扫和消

杀，连夜加装空调，免费开放公
共浴室，确保网络通信畅通稳
定，定时足量提供营养丰富的
一日三餐；设置临时医疗点，医
务工作者 24 小时轮班值守；对
安置群众全员进行核酸检测；
发放跳绳、扑克牌等各类文体
用品……竭尽全力为受灾群众
提供较好的生活条件。

近日，焦作市计生指导中
心志愿者在群众家中消毒。洪
灾过后，为帮助受灾群众尽快
渡过难关，该中心组织志愿者
到对口帮扶小区清扫垃圾、消
毒消杀，宣传灾后防病常识
等。 王正勋 王中贺/摄

本报讯（记者常 娟 刘 勇）7月29
日，新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下发文件，要求做好洪涝灾害临时安置
点疫情防控工作。各洪涝灾害临时安置
点人员进行全员核酸检测，及时补种新冠
病毒疫苗，坚持每天测温，佩戴口罩措施，
落实每天两次消杀、两次巡诊检查制度，
对体温异常的疑似人员及时转诊治疗，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筛查。
近期，来新乡的各类应急救援队伍

和物资捐赠人员较多，新乡市要求，市直
各对接服务单位和县（市、区）要主动扛
起责任，逐一询问有无中高风险地区旅
居史，并提供口罩等防护用品，每天测温
并做好登记；对已有确诊病例地区来新
乡的救援人员或捐赠人员，由各对接服

务单位和属地及时报当地疾控机构进行
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方可自由
流动。

新乡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各
工作组、工作专班和各成员单位将进一
步细化各项防控工作、方案和措施，对照
职责，查漏补缺，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各
项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本报讯 （记 者 冯 金 灿
通讯员李燕杰）“可以考虑出
院了。”“可以出院回家间断吸
氧康复了。”7 月 20 日上午，中
国援赞比亚第 22 批医疗队“新
冠专家”微信群里发出两条专
家会诊意见。紧接着，中国援
赞比亚第 22 批医疗队队长赵
海源在“第 22 批援赞医疗队新
冠咨询群”发布了一条振奋人
心的消息：中国援赞比亚第
22 批医疗队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组协同赞比亚中国医院成
功救治的一名危重型新冠肺
炎患者可以出院了！

患者陆先生在赞比亚中国
医院被确诊为危重型新冠肺
炎，肺部病变达到85%以上，短
短6天时间内出现了ARDS（成
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合并肺出
血、肺水肿、心衰，一度生命垂
危。

中国医疗队一方面向赞比
亚华侨华人总会发出求助信
息，寻找药品，一方面紧急给患
者送去“云南白药”和呼吸机管
路等急需物资。爱心企业中国
建材提供了治疗重型新冠肺炎
的有效药物“血必净”。

6月初，第三波新冠肺炎疫
情在赞比亚迅速播散，一些赞

比亚华人相继确诊，多名患者
病情严重。6月15日深夜，中国
驻赞比亚大使馆指示中国医疗
队立即组织专家，紧急支援赞
比亚中国医院，指导重症患者
救治。

中国医疗队连夜组织专
家，迅速开展救治。结合赞比
亚实际情况，中国医疗队制定
了《新冠肺炎患者呼吸支持医
疗队专家共识》，为临床救治提
供了理论依据和统一规范的诊
疗方案。

专家组成员每天对所有住
院患者逐一进行会诊，并提出
治疗建议，对重症和病情变化
较快的患者随时进行会诊讨
论，提出合理有效的治疗方
案。同时，为了及时掌握住院
患者的病情信息，中国医疗队
组 建 了“22 队 中 国 医 院 病 友
群”，方便与患者交流。

针对新冠肺炎患者食欲差
的实际情况，中国医疗队组织
营养和中医专家讨论制定了专
门的食谱，由赞比亚华侨华人
总会组织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免
费为赞比亚中国医院所有住院
患者提供餐饮保障，并建立“中
国医院餐饮供应群”，负责组织
协调。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刘 冰）近日，洛阳市妇幼
保健院新生儿科重症监护病房
住进一个特殊的早产宝宝，她
出生时体重不到900克，而且是

“镜面人”。
这是一对孕周只有34周的

龙凤胎，迫不及待来到人间，妹
妹叫菲菲（化名），体重只有890
克，哥哥的体重是妹妹的 2 倍
多。

因为超低出生体重合并呼
吸困难等症状，菲菲生下来不
到2小时，就从出生医院转到了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最先发现菲菲内脏异常的
接诊医师闫艳说，听诊时发现
这个孩子心脏在胸腔右侧，触
诊发现其肝脏位置也是反的；
彩超检查结果发现，她的其他
内脏器官也是反的。

闫艳与菲菲家人沟通后了

解到，产检时医生就告知他们
两个胎儿当中，有一个很可能
是“镜面人”。

超低体重+肺部感染，必须
尽快帮菲菲建立一条输送药物
和营养的“生命通道”。

菲菲的血管只有绣花针粗
细，为这么小的孩子进行经外
周中心静脉置管本身就难度
大，再加上她的心脏在右侧，大
大增加了置管的操作难度。拥
有丰富置管经验的护士长张宁
由患儿左侧肢体进入，反向置
管，一次就成功。在这条反向

“生命通道”的助力下，菲菲的
肺部炎症逐渐被控制，供应各
脏器发育所需的营养也源源不
断输送至其体内。更让人欣喜
的是，菲菲的体重目前已经突
破1000克。等菲菲的肺部感染
治愈，体重达到出院标准时，就
可以出院了。

核酸检测覆盖新乡各类临时安置点

中国医疗队成功救治
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

援外纪事

为“镜面人”早产宝宝
建立反向“生命通道”

120支小分队援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5000盒祛暑药品送达卫辉

红星医院向河南省人民医院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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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积极自救 又安置2000名受灾群众

（上接第一版）
既是安置点里的“健康保

障员”，又是安置点的“守门人”
浚县最大的安置点在科达

学校，里面住了来自全县各地
的2034名受灾人员。浚州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赵永献是
这里的“守门人”。

赵永献说：“为了防止食物
中毒等食源性疾病出现，我们
成立了健康保障队伍，每餐饭
前半小时，健康保障员先吃，他
们吃完没事了，受灾群众才能
吃。我是这里的资深健康保障
员。近期，疫情防控形势出现
新情况，安置点内的疫情防控
问题更是重中之重。我要求安
置点的大门保安，除非我同意，
任何人不能随意出入，群众有
任何需要都可以通过我们解
决。”

赵永献还专门调派一辆急
救车在安置点内待命，并设置
了临时留观点，如果有发热患
者可以随时隔离和转诊；要求
做好安置点内的日常诊疗工
作，同时对需要药物治疗的患
者免费发放药品，对于现场无
法治疗的，及时通过急救车转
诊。

“从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6
点半，我们安排两名医务人员
在安置点内义诊，受灾群众可
以随时就诊；卫生防疫人员每
天两次对安置点内进行全面消
杀，以杜绝大灾之后有大疫。”
赵永献说，“我们还成立了专门
的疫情防控组，每天对受灾群
众的身体状况进行分析，发现
有疫情苗头及时应对。”

坚守一线，不仅看病，还在
河堤值守

“我们除了做好日常诊疗
工作，服务好安置点的群众，还
要派出医务人员在河堤上值
守。”于希彦说。

“在浚县卫生健康系统，每
天有超过80人在防洪大堤上巡
视和值守，根据需要 12 小时或
者24小时轮班一次。”浚县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李军说，“此外，
全县卫生健康系统还想方设法
为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同
时做好消杀和疫情防控工作。”

在此次洪灾中，浚县医疗
卫生机构受灾严重。据浚县卫
生健康委副主任秦百珍介绍，
截至 7 月 30 日，浚县医疗卫生
机构共计受损金额2277.885 万
元。

孙继文说：“当下天气炎热
加上疫情防控任务，我们必须
尽一切努力满足群众的医疗卫
生服务需求。”

白寺镇卫生院是此次洪灾
中为数不多的受灾较轻的卫生
院之一。7月31日上午，记者注
意到，洪水距离卫生院大约
1000 米，不少群众前来就诊和
接种疫苗。

在距离卫生院不足 500 米
的白寺镇初级中学，是附近多
个受灾村群众的安置点，里面
有受灾群众 400 多人。该院派
出医疗卫生小组，负责安置点
内的日常诊疗和消杀服务，并
派出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人
员，缓解群众的不良情绪。

“目前，浚县各地的受灾群
众在安置点内已经逐渐稳定，
安置点内的疫情防控工作更是
重中之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第五督导组组长、省卫生健康
委二级巡视员王福伟说，“目前
浚县洪水水位还在不断升高，
还是要加强抗洪抢险，有些位
于乡镇的安置点如果有危险我
们会随时转移。”

由于水位不断升高，截至
记者发稿时，位于善堂镇的两
个居民安置点已经紧急转移到
浚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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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
员王 保）近期，受极端天气影响，
河南多家医疗机构部分放射诊疗
设备被洪水浸泡受损，严重影响
了医疗机构诊疗活动的正常开
展。8月2日，省卫生健康委下发
文件，要求做好受灾医疗机构放
射诊疗许可工作，以确保受灾医
疗机构尽快恢复正常的医疗活动
和秩序，保证放射诊疗设备的正
常运行和辐射安全。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凡被洪

水浸泡过的核医学场所，医疗机
构应尽快委托有资质的放射卫生
技术服务机构对工作场所地面、
污泥、排水口、衰变池周围等进行
全面的外照射辐射检测和放射性
污染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根据相
关规定向生态环境和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报告。

被水浸泡过的放射诊疗设
备，医疗机构应及时进行维修，经
维修后可以继续使用的设备，应
当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

其进行性能和防护检测，合格后
方可启用。

针对损坏后不能修复的放
射诊疗设备，应按有关规定和相
关制度要求进行报废处理。原
机房更换同类别同型号新设备
的无需进行预评价审核，更新设
备安装到位后应委托有资质的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进行控
制效果评价，医疗机构申请竣工
验收和放射诊疗许可后方可投
入使用。原机房安装其他类别

不同型号放射诊疗设备的，按改
建项目管理，应重新进行预评价
审核。

医疗机构临时借用或租用的
车载CT、方舱CT等移动设备，需
要固定位置使用时要合理选址，
做好相关安全和防护工作。首次
投入使用的上述设备，应进行设
备性能和辐射防护检测，确保医
疗和辐射安全。医疗机构凡更新
或新购置乙类大型设备需要配置
许可的，请尽快向省卫生健康委

提出申请。
省卫生健康委提出，各地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灾后
放射卫生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主
动开展风险排查和卫生监督，行
政审批部门要提高工作效率，主
动服务，简化流程，做好应急许
可工作；各受灾医疗机构要按照
文件要求，组织开展灾后重建恢
复工作，落实放射防护管理各项
规定，确保放射诊疗活动的正常
开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

做好受灾医院放射诊疗许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