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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 点点

“没想到在家门口治住了大病”
本报记者 卜俊成

河南多个项目
入选“5G+”

医疗健康应用试点

河南三孩生育登记服务上线了

前一段时间，今年54岁家住
宝丰县大营镇的老吴，在家休息
时，突然感觉到胸闷、胸痛，而且
不停地出大汗。这种状况持续了
20多分钟不见好转，老吴的老伴
就赶紧拨打了宝丰县医疗健康集
团大营镇分院（大营镇卫生院）的
急救电话。

很快，急救车就来到老吴家
中。根据老吴的临床表现，接诊
医生立即为其进行心电图检查。
结合检查结果，医生考虑其为急
性下壁心肌梗死合并三度房室传
导阻滞，右冠状动脉急性闭塞可
能性非常大。

情况危急！如不及时开通堵
塞的血管，老吴随时都有心跳骤
停的危险。接诊的医务人员迅速
将老吴运至大营镇分院，进行“双
抗”抗凝治疗的同时，立即与宝丰
县医疗健康集团人民医院胸痛中
心联系。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朱亚军和急诊科主任栗建武了
解过老吴的病情后，结合当前疫
情防控形势，考虑急诊PCI（经皮
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受限，建
议就地实施药物溶栓。

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大营镇
分院胸痛救治单元的护士立即为
老吴推注溶栓药物。不一会儿，
老吴胸痛、胸闷的症状就得到了

有效缓解。在家门口的乡镇卫生
院就做了以前县级医院才能做的
治疗，老吴感慨颇深。“原以为乡
镇卫生院也就能看个头疼脑热的
小病，没想到在家门口治住了大
病，真方便！”8月25日，回想起看
病的经历，老吴由衷地告诉记者。

老吴之所以能够得到及时救
治，得益于宝丰县县、乡两级医院
联动，无缝衔接，远程指导救治，
帮助患者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血管
再通，为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救治
时间。

这是2019年年底以后才有的
变化。当时，宝丰县成立了以县
人民医院为龙头，覆盖县中医院、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妇幼保
健院、县第四人民医院、县卫生学
校附属医院、县精神病医院和13
家乡镇卫生院的县医疗健康集
团，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

其中，为了实现上下联动推
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宝丰县医
疗健康集团以信息化建设为纽
带，深入推进远程会诊中心、远程
心电中心、远程影像中心、检查检
验中心、病理诊断中心和消毒供
应中心“六大共享中心”建设，向
上与城市三级医院对接，向下辐
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现

了县、乡、村医疗机构远程心电、
远程影像、检查检验互联互通，探
索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模式，
解决了基层专业人才短缺问题，
实现了全县诊断同质化，节约了
医疗资源，提升了县域卫生健康
服务能力。

“我们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
度，免费为全县20家医疗健康集
团各院区及部分民营医院、200余
家村卫生室等提供常规心电和动
态心电诊断分析服务。”采访中，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远程心电诊
断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该中心
目前月诊断量为9000余例，极大
地方便了乡村患者。

宝丰县医疗健康集团成立
后，还统一安排县级医疗机构科
主任及骨干医生到乡镇卫生院担
任名誉院长或者业务副院长，积
极发挥县级医院专家、技术优势，
提升基层各分院的服务能力，促
使乡镇卫生院门急诊人次同比提
高72.56%。

为了解决基层医院留不住患
者的问题，宝丰县财政每年出资
400 万元，设立外聘专家专项基
金，用于全县参保人员患大病、疑
难病症聘请省级以上医院专家会
诊、手术的费用，让患者“足不出
县”即可享受上级医疗机构专家

的服务。目前，首批入档专家80
名，均为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人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
院等省级医院的知名专家。同
时，宝丰县财政每年出资1200万
元，用于“两病”（高血压病、糖尿
病）患者二次报销，即患者在城乡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后的
剩余费用由财政负担。

其实，不仅是在宝丰县，目前
在平顶山市所辖各县（市），都已
经建立起了“市级统筹、县域主
责、部门共建、集团运行”的工作
机制，推动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
全覆盖，县域医疗服务能力和群
众健康管理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如通过实施集团化管理，郏
县、汝州市等也已强化县级能力、
提升基层服务、拓展诊疗范围、规
范诊疗秩序，县域诊疗能力从“县
级强”带动“基层强”、进而实现

“县域强”，基本实现“小病不出
村 、常 见 病 不 出 乡 、大 病 不 出
县”。2020年，郏县、汝州市乡镇

卫生院就诊率分别达到 66.48%、
67.66%，均超过省定指标。

同时，在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的过程中，平顶山市还
坚持把疾病防控、中医药服务、妇
幼健康等公卫机构融入医共体建
设，做实签约服务，做强中医防
治，做细慢性病管理，建立基层医
防融合、防治结合服务模式，筑牢
群众医疗健康第一道防线，推动
服务方式从“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转变。
据了解，2020 年，郏县健康

管理服务人次、重点人群签约率
同比分别增长 13.5%、6.37%，常
住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 2018 年
的 12.14%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25.8%，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健康
促进县。前不久，郏县因为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成效较为明显，还
获 得 了 国 务 院 督 查 的 激 励 表
彰。为此，河南省人民政府给予
郏县奖励资金 500 万元，并予以
配套激励。

48小时建起重症加强治疗病
房，24 小时医护联合值守，13 名
重症患者生命相托，391名患者健
康所系。

“重症患者在哪里，我们就应
该出现在哪里。”在郑州阳城医院
救治点重症加强治疗病房，河南
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部副主任邵
换璋带领医护团队，勇敢担起守
护重症患者生命防线的使命。

这里也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副
院长、郑州阳城医院救治点负责
人申志强最关心的病区。
48小时建起重症加强治疗病房

“我们是重症患者救治团队，
也是精英战队。危重患者在哪
里，我们就应该在哪里。”8 月 23
日 7 时，在郑州阳城医院救治点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里，邵换璋坚
定地说。

8月7日，接郑州市疫情防控

指挥部通知，从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分流转运391名患者至郑州
阳城医院实施救治。河南省人民
医院迅速行动，申志强带队进行
支援，邵换璋作为先头部队成员
之一，当天奔赴救治点。

这是邵换璋第三次支援抗
疫。2020 年 2 月，她作为全省新
冠肺炎重症治疗专家，支援鹤
壁。同年 3 月，她进驻河南省人
民医院“新冠楼”，救治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

当时，郑州阳城医院治疗点
的物资、设备、人员严重不足，特
别是缺少重症救治力量。作为一
名从业20余年的重症医学专家，
邵换璋深知时间就是生命。她和
同事们从零开始建立重症医学
科，改造病房、添加设备、增加人
手、建立制度……不到 48 小时，
一个设置齐全的重症加强治疗病

房就建立起来。
重症救治团队由河南省人民

医院等12家医院重症医学科、急
诊科的医务人员组成。

凌晨4时的生死竞速
分流至郑州阳城医院救治点

的患者，大部分为结核杆菌感染
患者，特别是重症患者，合并有多
种基础疾病，病情复杂且瞬息万
变。

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部
副主任医师王存真作为重症加强
治疗病房治疗组组长，多次参与
危重患者的抢救。

8 月 10 日凌晨 4 时，一名 17
岁的肠结核患者，突发肠穿孔。
当晚，王存真带领团队，进行了3
个多小时的手术，总算把患者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手术结束后，王存真和同事
们紧盯患者的每一项指标。但令

大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患者出现肾功能衰竭，心率达180
次/分钟，生命再次危在旦夕。凭
借多年的重症救治经验，王存真
带领团队摸清问题，立即为患者
补充体液、血液，使患者的情况得
到纠正。

两场硬仗打下来，王存真累
得脸色发白，瘫坐在椅子上，其他
同事也累得直接就地躺下。

无独有偶。8 月 19 日 11 时，
刚开完病例讨论会的河南省人民
医院副主任医师李敏、张霞，主治
医师牛京京，听到护士呼喊：“患
者胸闷，发热。”

3名医生赶到患者身边。经
过检查评估，该患者的心肌损伤
标志物数值明显升高，这是心肌
梗死的前兆！此外，患者还合并
有脓毒症，生命危急。

必须马上手术。医务人员迅

速准备好手术用品，做好自身防
护，来不及吃饭就投入战斗。3小
时后，患者转危为安。

一对一细心护理照顾患者
三分诊疗，七分护理。目前，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共收治 13 名
重症患者。为了让患者得到周到
细致的照顾，病房采取 1 名护士
护理1名患者的措施。

曾参加河南省第五批援鄂医
疗队的河南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
部护士长朱世超带领护理团队，
对每一名患者的生命体征、病情
变化、出入水量等做到了如指掌。

“我们必须当好疾病的瞭望
者，患者的各种指征稍有变化，就
要及时记录并反馈给医生。”朱世
超说。

除了眼力、心力，还需要体
力。8 月 18 日，河南省人民医院
主管护师郭文丰给一名危重患者

进行胸外心脏按压，这也是她第
一次穿着防护服进行这样的操
作。

胸外心脏按压本身就十分耗
费体力，郭文丰穿着防护服、戴着
防护口罩以及防护面屏，动作变
得更加费力。4名医务人员轮流
按压了 30 分钟，当抢救结束时，
郭文丰眼前一片漆黑，汗水浸湿
了全身。

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治疗师
王帅安，主管护师张飞鹏、张倩
倩、张勇等还指导患者进行康复
锻炼：“抬一抬胳膊，动一动腿，跟
着我呼气、吸气……”此外，他们
还运用重症超声评估患者每日肺
部及心脏情况，开展重症连续血
液净化治疗。

火线入党淬炼初心使命
8 月 23 日 16 时，河南省人民

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郑银燕、安雪
瑾，神经外科护士程玉婷，感染
科护士高晶晶向中共郑州阳城
医院救治点临时党委递交入党

申请书。
郑银燕除了是护士外，还是

一名心理治疗师，她耐心倾听、积
极鼓励，让很多隔离病区的孩子
勇敢面对疾病。安雪瑾今年积极
参加抗疫，是为了弥补去年因哺
乳没能参加抗疫的遗憾，她在来
郑州阳城医院救治点之前，是河
南省人民医院核酸检测工作队队
员之一。程玉婷看到党员医务人
员不畏艰辛，在危急时刻挺身而
出，备受鼓舞，渴望加入党组织。
高晶晶除完成每天的消杀工作
外，还会用心记住每一名患者的
需求，了解患者的三餐情况及心
理状态。

“既然选择从医，就要干这
一行，爱这一行。”“目标很简
单，尽最大努力给患者最好的治
疗，让患者尽快好转，让所有医
务人员都安安全全的。”这些简
单而朴实的愿望，是郑州阳城医
院救治点全体医务人员的共同
心愿。

本报讯（记者丁 玲）根据8月
20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的《关
于做好三孩生育登记工作的通
知》，今年 5 月 31 日之后生育第三
个子女的夫妻，均可自愿进行生育
登记。

8月21日15时35分，河南省洛
阳市的胡女士成为河南省第一位
办理完毕三孩登记服务的市民。
与原一孩、二孩生育登记方式一
致，三孩生育登记实行全程网办业

务模式。公民可通过河南省卫生
健 康 委 官 网（http://wsjkw.henan.
gov.cn）办理生育登记；也可凭夫妻
一方身份证明，在全省任一乡镇
（街道）卫生健康工作机构，由工作
人员协助办理。公民完成生育登
记相关业务后，可直接在线下载

《河南省居民生育登记信息单》。
三孩生育登记全省统一办理

流程，实现了全省范围内无差别受
理、同标准办理：卫生健康部门能

通过数据共享查询到申请人婚姻、
生育信息的，申请人只需在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官网，如实填写夫妻双
方的基本信息、婚姻信息、居住信
息、子女信息、个人承诺等内容；通
过数据共享无法查询核验申请人
相关信息的，申请人根据提示如实
提交有关材料。申请人如果利用
虚假材料、虚假承诺办理生育登
记，由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近
日，经项目申报、专家初审、复
审等程序，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公布“5G（第五
代移动通信技术）+”医疗健康
应用试点项目公示名单，河南
有30个项目上榜。

在“5G+”急诊救治方面，由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的
基于5G的医疗信息共享与应急
救援服务一体化平台构建与示
范应用、由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牵头的“5G+”心血管急危重症
救治平台等9个项目入选。

在“5G+”远程诊断方面，
由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牵头的
基于智能手机移动终端、赋能
百万乡村医生的眼科诊断解决
方案项目等 4 个项目入选。在

“5G+”远程治疗方面，由河南
省肿瘤医院牵头的 5G 区域放
射 治 疗 平 台 项 目 入 选 。 在

“5G+”远程重症监护方面，由
永城市人民医院牵头的“5G+”
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等2个
项目入选。

在“5G+”中医诊疗方面，由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牵头的中
医智能诊疗及大数据应用项目、
由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牵头的基于5G的中医诊疗机
器人及人工智能辅助诊疗一体
化平台研究项目、由商丘市中医
院牵头的“5G+”中医诊疗项目、
由鹤壁市中医院牵头的“5G+”
医疗健康应用试点项目和由郑
州大学牵头的“5G+”中医智慧
诊疗项目入选。

在“5G+”医院管理方面，
由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显微外科研究所）牵头
的“5G+”医院管理试点项目、

由郑州市惠济区人民医院牵头
的基于 5G 智能终端的院内物
联网智慧平台建设项目和安阳
市肿瘤医院“5G+”智慧医疗项
目入选。

在“5G+”健康管理方面，由
河南省人民医院牵头的“5G+”
老年智慧健康管理应用试点研
究项目等6个项目入选。

其中，由河南省人民医院
老年医学科牵头的“5G+”老年
智慧健康管理应用试点研究项
目通过“居家-社区-医院”互
联互通、共同参与，实现闭环
式、连续、整合的健康管理模式
初步实践，是针对当前我国人
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老人健康
相关问题进行的探索和尝试。

河南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
科主任黄改荣说，在河南这个
人口大省进行老年智慧健康管
理应用试点，可以为老人提供
更多健康保障方面的有益探
索。河南省人民医院在试点区
域铺设5G网络，对该区域内社
区、养老院的老人进行体检及
疾病筛查，精准评估每一位老
人的身体状况、有无疾病高风
险指征，评估后为有需求的老
人提供个体化定制、便携智能
设备，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
便携设备实时监测，一旦老人
跌倒立即示警并精准定位，通
知家人、监护人或者就近医疗
机构前往救援；对于存在基础
疾病的老人，可以根据情况，携
带监测呼吸、心脏、血压、血糖
等的相关设备，提前发现异常、
发布预警、尽早干预、及时救
治，从而扩大老人尤其是独居
老人的健康管理范围，减少突
发健康问题带来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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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4 日，在郑州市金水区
国基路街道刘庄核酸检测点，两个
孩子在采集完核酸后，向负责核酸
采集的河南省肿瘤医院医务人员敬
礼表示感谢。为支援郑州市第五轮
全员核酸检测，河南省肿瘤医院紧
急抽调 500 名医务人员，分两批支
援郑州全员核酸检测。

王晓凡 陈玉博 冯金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