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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城乡“30分钟急救圈”
——叶县积极推进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全国成 程小可 文/图

“在乡镇卫生院设立急救
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它不仅提升了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更是为急危重症患
者的应急救治和快速转运起
到关键作用……”近日，叶县
邓李乡中心卫生院院长朱春
阳在全县积极推进院前急救
服务座谈会上说，按照叶县卫
生健康委的统一部署，邓李乡
中心卫生院积极建设卒中、胸
痛、外伤救治单元，取得了显
著效果。

据朱春阳介绍，在没有建
设急救站之前，邓李乡中心卫
生院因为缺乏专业技术人才、
医疗卫生设备等因素，严重制
约着卫生院的发展。有时遇
到急危重症患者，卫生院也只
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应急处置，
帮助患者拨打急救电话，联系
上级医院迅速转诊。如今，卫

生院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
显提升，设立急救站，以及卒
中、胸痛、外伤 3 个救治单元
的成功创建，采购了制氧机、
除颤仪、心电图机、心电监护
仪等专业医疗卫生设备，包括
救护车的配备；抽调内科、外
科、护理科等临床科室的医护
人员组成 18 人的急救团队，
还实行“三统一”（统一服装、
统一门头、统一标识标牌）管
理，全方位满足群众的医疗需
求。

为进一步了解该县县域
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建设推进
情况，近日，记者分别在叶县
辛店镇中心卫生院、龚店镇中
心卫生院、邓李乡中心卫生院
等多家乡镇卫生院采访时看
到，卫生院设立的急救站，卒
中、胸痛、外伤 3 个救治单元
的标识标牌十分醒目。

据辛店镇中心卫生院院
长张晓东介绍，辛店镇属于半
山区，位于叶县的东南部，距
离县城约 40 公里，当地村民
就医不便。危急重症患者如
果得不到及时抢救，很容易出
现生命危险。张晓东说，村民
孙某在家中干活时，突然出现
胸闷、气促、心慌、乏力、呼吸
困难等症状，家人及时将他送
到辛店镇卫生院治疗。经过
检查，孙某被诊断为冠心病、
频发房性期前收缩、不稳定性
心绞痛。患者病情严重，该院
急救站医务人员为患者做了
相应处理，并及时将患者转送
至 叶 县 人 民 医 院 急 诊 科 抢
救。由于抢救及时，患者转危
为安。“乡镇卫生院设立急救
站非常有必要。病情较轻的
患者可以及时处理，遇到病情
严重的患者我们只需做好‘转

运工’，让危重症患者及时、安
全地转运到上级医院救治。”
张晓东说。

据叶县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主任杨小鹏介绍，该县
由3个街道、15个乡镇、554个
行政村组成，常住人口约70万
人，山区面积约300平方公里，
约占总面积的21%，距城区20
公里以上的乡镇达到一半以
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严重制约
着 该 县 院 前 急 救 工 作 的 开
展。在 120 急救网络建设初
期，叶县设想规划覆盖城乡的
急救站，但由于乡镇卫生院整
体救治能力不足，没有能力承
担院前急救服务。3家县级医
院的急救站点距村庄最远达
40公里以上，急救半径辐射过
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县
120院前急救体系的整体工作
效率。杨小鹏说，农村外出务
工人员较多，老人和小孩留守
在家里，遇到心肌梗死、脑梗
死或因车祸受伤之类的危急
重症患者，一旦错过施救时机
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为了从根本上破解偏远
乡镇急救服务半径过长问题，
今年 8 月，叶县积极推进县域
院前急救服务体系建设，以打
造半小时急救圈为目标，叶县
卫生健康委在常村镇中心卫
生院、保安镇中心卫生院、辛
店镇中心卫生院、邓李乡中心
卫生院、仙台镇中心卫生院、
廉村镇中心卫生院、龙泉镇中
心卫生院、龚店镇中心卫生院
8 家乡镇卫生院设立“乡镇卫
生院急救站”，建设覆盖东、
西、南、北、中五大片区的标准
化院前急救站。承建急救站
的乡镇卫生院在车辆配置、急
诊急救设备、用品配备，要建
立健全组织管理，对急救站从
事急诊急救人员进行专业技
术培训。各乡镇卫生院院前

急救站要服从急救指挥中心
的统一指挥、统一协调，达到
快速、有序、高效、合理。

自2021年以来，叶县财政
斥资购置急救车25辆，派发至
21 家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目
前，全县公立医院已配备急救
车 30 余辆，全县 15 家乡镇卫
生院均配置了1辆以上转运型
急救车，车内配备了呼吸机、
心电监护一体机等先进的医
疗卫生设备，提高了院前急救
服务能力。

“乡镇卫生院设立急救
站，基层群众是最大的受益
者。”廉村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张建华说。廉村镇中心卫生
院依托医共体，将院内多个科
室整合，组建成立急救站，分
批派出医护人员到县级医院
急诊科进修学习，在专家手把
手指导下，参加学习的人员能
够熟练掌握急诊急救操作技
能。

自去年 2 月以来，廉村镇
中心卫生院急救站共接诊各
类急诊患者1000余例，转诊危
重症患者800余例。

杨小鹏说，叶县院前急救
工作严格遵守“处理及时、转
诊迅速、分流有序、制作规范”
调度原则，并积极与110、120、
119 沟通，探索建立“快速发
现、有效救治、妥善救助”警医
协作联动机制，提高交通事故
以及急危重症患者的院前急
救效率。

下一步，叶县将继续统筹
全县医疗卫生资源，以急救信
息化建设为抓手，以打造中心
区域“15 分钟急救圈”、城乡

“30分钟急救圈”为目标，将院
前急救辐射到整个县域，确保
急救站发挥出生命通道、救死
扶伤的关键作用，为患者提供
快速、便捷、满意、安全的医疗
服务，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

医护人员监测患者病情进展

长垣市妇幼保健院推出“产休一体化病房”
本报记者 常俊伟 通讯员 单瑞敏

待产、分娩、产后休养在同
一个房间内进行，让产妇在分
娩的同时，享受家人的陪伴和
医院的高质量服务，从入院至
出院无须转床，提升产妇的幸
福感。

目前，长垣市妇幼保健院
“产休一体化病房”可以提供各
种产前、产时、产后服务，其中
包括健康宣教、饮食指导、分娩
前的严密监护、分娩时的助产
士陪伴分娩、导乐分娩、家属陪
伴分娩等。

在产妇分娩时，产科医生、
麻醉医生、儿科医生、助产士、

护士在场为产妇提供严密的母
婴监护，提供优质的医疗护理
服务，以及严密的消毒隔离措
施，确保母婴安全。

产妇分娩后，“产休一体化
病房”将指导休养、母乳喂养、
婴儿护理、饮食等。婴儿护理
包括听力测定、疾病筛查、预防
接种、婴儿床旁沐浴、婴儿抚
触、生活护理等。

“产休一体化病房”为产妇
提供居家式温馨环境，中央空
调、独立卫浴、会客厅等设施完
善，生活电器一应俱全，让产妇
在医院享受“在家”生产的温馨

和舒适。
“产休一体化病房”不仅是

硬件水平的提升，也是一种先
进分娩模式的体现。长垣市妇
幼保健院个体化病区整合了产
科、新生儿科等领域的优质医
疗资源，由经验丰富的妇产科
主任医师、麻醉医师、护士、助
产士、新生儿科医师、专业催乳
师等组成的专业医护团队，对

“产休一体化病房”内的产妇进
行“多对一”全程守护，为产妇
安排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在这
里，各项检查和治疗均优先安
排，并由高年资专家实施，确保

母婴安全。
家属全程陪产。在“产休

一体化病房”内，随着产妇产程
的进展，宫缩不断加强，疼痛越
来越强，医务人员和产妇家属
共同为产妇进行导乐球及按摩
舒缓，给予产妇生理上、心理
上、感情上的支持，帮助产妇建
立自然分娩的信心，在分娩过
程中保持镇定，缩短产程。

“产休一体化病房”受到
产妇和家属的好评。刚刚完
成分娩的一位产妇说：“从待
产到生产都在同一个房间，不
用往产房跑了，家属也可以全

程陪同。孩子父亲还可以亲自
剪脐带，并拍视频留纪念。我
生产的时候，家人和医务人员
专门守着我，安全感十足，缓解
了我的焦虑，减轻宫缩疼，而且
医务人员都很温柔、有耐心。”

“产休一体化病房”的成
立，标志着长垣市妇幼保健院
的医疗环境建设达到了一个新
的高度，品牌服务又上了一个
新的台阶。长垣市妇幼保健院
将继续遵循“以人为本，生命至
上；崇德精医，泽披妇儿”的宗
旨，竭诚为产妇做好服务，开启
幸福家庭新篇章。

灵宝市第二人民医院

完成两例复杂断指再植术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通

讯员彭艳梅）近日，灵宝市第
二人民医院骨一科成功完成
了两例复杂断指再植手术。

患者纪先生，在家锯木头
时不小心被电锯伤了左手，导
致左手拇指完全离断。患者
情况危急，家属心急如焚。灵
宝市第二人民医院骨一科医
务人员迅速启动应急机制，专
家们紧急会诊。经过评估，专
家们决定立即为纪先生实施
断指再植手术。

在手术过程中，医务人员
利用显微外科技术，精准操
作，将断裂的血管、神经、肌
腱、骨骼一一吻合，每一步都

力求完美无瑕。经过数小时
努力，手术圆满完成。术后，
纪先生的拇指逐渐恢复了部
分功能。

另一位患者雷先生，在果
园修剪果树枝干时，不慎被电
剪刀剪伤左手，且受伤时间较
长，再植难度极大。面对这一
棘手情况，灵宝市第二人民医
院 骨 一 科 医 务 人 员 没 有 退
缩。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医
务人员成功克服了组织缺血时
间长、血管条件差等困难，通过
精细的血管吻合、神经修复、骨
折固定。术后，经过一段时间
的康复训练，雷先生恢复良好，
几乎看不出手术的痕迹。

光山县人民医院

不开胸救治先心病患儿
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岑晓梦 程乙悦 裴
仁宇 陈 勃）近日，光山县人
民医院儿科程卫光团队配合
河南省胸科医院谌启辉，为先
心病患儿进行食道超声引导
下经颈静脉房间隔缺损封堵
术。

3 个月前，光山县人民医
院儿科主任程卫光，在门诊收
治了一位 14 岁因剧烈运动后
出现胸闷症状的患儿。患儿
的父母告诉程卫光，患儿有间
断胸痛病史 6 年，持续数秒后
可自行缓解。

程卫光根据多年临床经
验，认为患儿有先天性心脏
病。彩超检查结果证实，患儿
为房间隔缺损。这是最常见
的心脏畸形，婴儿期的房间隔

缺损大多无症状，儿童和成人
可表现为乏力和活动后的气
促，40岁以后绝大多数患者症
状加重，并时常出现心房颤
动、心房扑动等心律失常和充
血性心衰表现，是死亡的重要
原因之一，并且缺损较大的患
儿可能会生长发育迟缓。得
知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后，患
儿家属思考良久，与程卫光进
行多次沟通后，决定进行手
术。

程卫光团队经过周密分
析和研判后，决定为患儿实施
微创介入手术，在食道超声引
导下，进行经颈静脉房间隔缺
损封堵术。医务人员经过努
力，最终手术顺利完成。

经该院儿科团队精心护
理，目前，患儿已痊愈出院。

↑近日，在上蔡县杨屯乡卫生院，中医科医生董四平正在为患者李大娘进行用药指导。今年，杨屯乡卫
生院选派医务人员进村入户，提供上门服务，为患者缓解病痛。此举备受患者好评。

王 平 许凌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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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居民刘先生拨通
了温县人民医院的便民服务热线电
话，欲为父亲预约挂号。医院“一键
平台”工作人员迅速登记了患者的
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等信息，帮
助患者预约了当天坐诊的医生。

患者生病后去哪个科室就诊？
排队挂号需要多长时间？疑难病情
如何及时与医生沟通？温县人民医
院直面患者就诊的难点、痛点，开出
了“新处方”——组建“一键平台”服
务中心，为患者提供从入院到出院
的“一站式”多功能服务。

温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一键平台”整合了便民呼叫服务、
预约挂号诊疗、出院后随访、满意度
调查、会诊、后勤调度、决策支持等
功能，是医院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
验的又一创新举措。

半个小时后，刘先生和父亲来
到门诊“一站式”综合服务中心导诊
台，志愿者立即引领他们来到消化
内科诊室。早已等候的医生陈国庆
很快为刘先生的父亲进行了精心诊
治。从入院到诊疗结束，仅用了30
分钟。刘先生不禁连声称赞道：“真
快捷，真方便！‘一站式’服务就是
好！”

据悉，“一键平台”建立仅 3 个
月，共接听来电590次，呼出12837次，为1万余名出院
患者进行了电话随访，患者满意度达98.80%。

（王正勋 侯林峰 郑雅文 王 鑫）

兰考县中心医院

举办健康宣教活动
本报讯 （记 者 张 治 平

通讯员朱 睿）9月2日，兰考县
中心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在兰考
县人民广场举办“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月”活动。

在活动现场，设置了义诊
台、展板。医务人员为群众发
放宣传册和纪念品，帮助群众
解决健康问题，引导他们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巩义市总医院康店卫生院

合理膳食进乡村
本报讯 （记 者 李 志 刚

通讯员李玉冰）9 月 2 日，巩义
市总医院康店卫生院组织医务
人员走进康店镇张岭村，开展
合理膳食科普活动。

在活动中，医务人员向村
民阐述了合理饮食与健康的关

系，讲解了慢性病的危害、肥胖
成因、膳食结构、营养素摄入、
老年人膳食建议等内容。

医务人员分享案例，说明
不合理膳食对身体健康的潜在
危害，以及合理膳食对预防疾
病、提升生活质量的积极作用。

虞城县卫生健康委

积极参加“三下乡”活动
本报讯 （记 者 赵 忠 民

通讯员宋玉梅）9 月 2 日，虞城
县卫生健康委在稍岗镇冯庄村
积极参加文化科技卫生“三下
乡”集中示范活动。

在活动中，医务人员为群
众提供健康咨询，测量血压、血
糖，进行B超检查、心电图检查

等服务。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
用药和日常健康指导。

医务人员宣传健康理念，
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知
识，并发放健康知识宣传资料，
引导群众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和防
病能力。

内乡县王店镇卫生院

提升消防安全技能
本报讯 （记 者 乔 晓 娜

通讯员任若源）9 月 1 日下午，
内乡县王店镇卫生院组织医务
人员开展了消防实战演练。

安全管理人员详细讲解了
灭火器的种类及不同场景下灭

火器的使用方法，强调了消防
安全的重要性。

随后，王店镇卫生院干部
职工在安全管理人员指导下，
亲身体验了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和应急技巧。

濮阳县妇幼保健院

提高妇幼健康服务水平
本报讯 （记 者 陈 述 明

通讯员左保健）9 月 3 日，濮阳
县卫生健康委在濮阳县妇幼
保健院东区进行全县妇幼健
康相关项目培训。

此次培训采取现场讲解
的方式，培训内容是母婴阻断
项目、孕产妇健康管理，以及
母子健康手册使用、出生缺陷
监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