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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技术

柘城县人民医院

为104岁老人
成功实施骨折手术

原阳县卫生健康系统

扎实推进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防控不松懈
实战演练筑防线

周口市川汇区卫生健康委

把安全生产工作贯穿始终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王现超）11 月 2 日，平舆县
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实战
演练在县人民医院德馨院区举
行，目的是进一步提高全县突
发疫情应急处置能力，及时发
现并改进应急工作中存在的缺
点和不足，确保出现紧急情况
时各级指挥体系、各类工作专
班能够迅速激活，疫情能够及

时有效应对。
此次演练模拟平舆县受外地疫情外

溢影响，发生本土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
各工作组在平舆县疫情防控指挥部领导
下快速响应、有效应对，成功遏制疫情蔓
延的整个过程，全面检验了平舆县聚集
性疫情应急方案的可行性、针对性和操
作性。

演练结束后，平舆县委副书记成文
科进行了总结。他说，这次演练是围绕
目前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开展的全方
位、实景化防控演练，各工作组密切配
合，使演练更加精准有力、更加贴近实
战，达到了预期目的。全县各级各单位
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疫情防控的
复杂性、严峻性、长期性，坚决做到机制
不变、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措施不松；要
压实“四方责任”，健全和完善部门、区
域、城乡联防联控机制，坚持群防群控、
联防联控、群专结合，健全落实常态化疫
情防控机制，共同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
线；强化疫情快速处置，做到精准防控，
确保万无一失。

当天，各乡镇（街道）分管领导，乡镇
卫生院院长；平舆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成
员，县人民医院、县中心医院、县中医院、
县妇幼保健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
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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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左亚博）近日，柘城县人民医
院骨科二病区主任梁允峰团队打
破高龄手术禁区，为一位百岁老
人成功实施了左股骨转子间骨折
PFNA 内固定术（PFNA 是一种新
型股骨近端内固定系统，是新改
进的股骨近端髓内钉系统）。

患者王老太太今年104岁，前
不久不慎摔倒，疼痛难忍，被家人
紧急送往柘城县人民医院治疗。
拍片后，医生诊断王老太太为左
股骨转子间骨折，将其收治到骨
科二病区。骨折对于年轻人来说
并非大事，而对一位104岁的老人
来说，一次骨折就是一场生死考
验。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由疼
痛引起心绞痛、血压升高、脑出
血，甚至危及生命。

针对患者的特殊情况，如果
保守治疗，那么长期卧床会导致
褥疮、呼吸及泌尿系统感染、下肢
深静脉血栓、肺栓塞等并发症，极
易引发死亡；如果采取手术治疗，
因老年人心肺功能差、基础代谢
差等多种基础病，手术难度可想

而知。
结合王老太太的身体状况，

梁允峰立即组织专家进行会诊。
根据以往在老年骨折手术治疗及
术后康复方面积累的经验，梁允
峰与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决定
为患者进行手术治疗。

入院后的3天里，王老太太因
其他基础病不适宜立即手术，柘
城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积极制定
方案加以调理。经过医务人员的
悉心照料，王老太太的身体状况
有了明显改善。呼吸内科、心内
科、骨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学
科全面评估手术风险，认为王老
太太的身体状况符合手术条件。

术前，麻醉科为王老太太制
定了周全的麻醉方案和应急预
案，在手术期间全程保驾护航。
手术当天，梁允峰担任主刀医生，
在助手王伟、器械护士刘玉乐等
的通力配合下，成功为王老太太
实施了骨折手术。整个手术期间
麻醉效果良好，手术条件满意，手
术后王老太太生命体征平稳。目
前，王老太太恢复良好。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讯
员徐惠琴）11月6日，原阳县卫生
健康系统召开疫情防控、等额对
调、对口支援整改推进会。各乡
镇卫生院院长、县直医疗单位负
责人、委机关班子等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主要安排了疫情防
控各项工作，通报了全国疫情防
控形势，要求全县各医疗机构做
好 5 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广
泛宣传。各单位要有丰富的宣传
内容、强大的宣传阵容，利用标
语、广播、宣传页等方式进行宣
传，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将疫情
防控宣传渗透到方方面面、每个
角落。二是认真排查高、中风险

地区返回原阳人员。各单位不得
存在失控、漏控、排查不到位等现
象。三是加强医院管理，做好一
线人员核酸检测和 9 类重点人员
疫苗加强针接种工作。各医院院
长为第一责任人，严格排查疫情
防控不稳定因素，不得存在侥幸
心理。一旦出现管理不力，发生
院内病毒感染事件，将严格追究
院长的责任。四是加强对干部职
工管理，要求非必要不外出，带动
家属及社会人员做好疫情防控。
五是取消医疗系统准备办、正在
办的一切大型活动，并加强干部
职工管理，不得参加社会人员组
织的各类聚集性活动。

一个电话 医生到家
本报记者 刘 岩 通讯员 贺雯雯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
讯员王 君）近日，周口市川汇区
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卫生健康
系统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培训及
应急演练活动（如图），进一步提
高川汇区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
产及火灾防控水平，增强广大干
部职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对

突发火灾的处置能力。此次活
动特邀河南省消费者协会科普
宣传员、专职教官孙旺授课。全
区各卫生健康单位（包括民营医
院）安全生产工作负责人等80余
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会分析了安全生
产形势，要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

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落
实安全责任，确保不发生重特大
安全事故。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把安
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到位，加强
组织领导，进一步落实主体责
任，单位内部要逐级签订安全
责任书，压紧压实各级管理人
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要把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完善到位，完善
安全生产前置审批制度、安全
生产工作例会制度，各单位主
要负责人要定期听取安全生产
汇报，定期组织安全生产形势
分析及事故隐患排查督查；要
把安全生产日常检查制度执行
到位，加强日常防火巡查及安
全生产检查，从严从实从细落
实各项防控举措；要把安全隐
患排查整改到位，结合安全生
产检查结果，对发现的安全漏
洞和风险隐患立即督促整改，
建立安全隐患信息档案盒台
账，隐患治理实行报告、登记、

整改、销号的一系列闭环管理，
确保整改责任、资金、措施、期
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要把
安全生产处置能力提升到位，及
时开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安
全生产两个指南的学习培训，加
强业务能力建设，提升安全管理
人员专业水平，打造素质高、业
务精、作风硬的安全生产管理队
伍；要把安全生产知识技能培训
演练到位，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
常性的安全教育，根据本单位实
际情况，结合各单位的特点细化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每半年至
少开展一次火灾事故应急演练。

在培训会上，孙旺结合自己
多年的安全生产工作经验，围绕
消防基本知识、火灾逃生、医疗
单位如何进行隐患排查治理等
方面，为参训人员进行了详细讲
解，播放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
和全国各地火灾事故视频，为参
会单位人员敲响了警钟，并现场
模拟了逃生演练。

消防演练环节分为讲解示
范、现场示范、模拟火情、组织灭
火等程序实施。在演练过程中，
孙旺对此次消防演练进行了详
细讲解，并介绍了灭火器的使用
方法，以及在发生火灾事故后的
基本扑救方法、自防自救措施等
消防安全基本知识，指导大家掌
握初期火灾的灭火方法和逃生
技巧。

此次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
了川汇区卫生健康系统全体培
训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火情
应急防御能力，实现了安全应急
救护知识从“理论”到“实践”，从

“课堂”到“现场”的突破，为有效
防止火灾、加强安全生产、筑牢
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等奠定
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川汇区卫
生健康系统各医疗单位将把消
防安全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列
入常态化工作，把安全生产工作
贯穿始终，为广大群众创造安全
的就医环境。

“员大夫，您可以到我家帮
忙看看我家老爷子吗？他这会
儿又不舒服了。”

“好的，您先别着急，我们马
上就到。”

正在三门峡市湖滨区涧河
街道中原世纪苑社区卫生服务
站上班的签约家庭医生员大夫
接到了社区居民刘女士的求助
电话后，立即携带医疗设备及药
物前往刘女士家中……

中原世纪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负责人刘成说：“前来就诊的大部
分都是签约群众或附近小区的居
民，我们的家庭医生能够准确无
误地叫出就诊居民的名字，熟悉
每一位居民的病情，并将健康档
案登记在册。这种固定人群、连
续性服务是家庭医生服务的特点
和优势，熟人模式让家庭医生更
擅长治疗固定人群的常见病、多
发病。在遇到身患重病的居民，
能第一时间无缝衔接转诊到上级
医院，使进一步诊疗更加高效、快

捷、规范。家庭医生的签约是打
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
里’的重要举措，更是优质医疗资
源下基层的重要体现。”

据了解，中原世纪苑社区卫
生服务站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通
过家庭医生与辖区居民建立稳
固的契约服务关系，由原来的被
动医疗服务模式变为全科医生
和居民共同参与医疗保健服务
模式，使签约家庭医生做到“小
病能看、大病帮转、慢病统管、防
病会教、分片包干、签约服务”，
提高了城乡居民对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和签约家庭医生的信任度、
依从性，增强自我健康管理意识，
养成“有序就医、逐级转诊”的习
惯，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由单
一的医疗服务向综合的健康管理
转型，加快建立“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体系，为实现人人享有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奠定了良好
基础。

项城市南顿镇高洼行政村群众通过全民健康文化墙学习妇
女保健知识。近日，项城市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坚持把医共体建设作为打造“健康项城”、增进人民福祉的重大民
生工程，不断拓展健康教育途径，突出特色，服务群众，在全市415
个行政村全部设置了以公民健康素养、妇女儿童保健、慢性病防
治、中医养生及健康政策保障等10个主题为内容的全民健康文化
墙，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健康素养。

侯少飞 马震宇/摄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黎 浩）近日，罗山县举行新
冠肺炎聚集性疫情处置应急实
战演练。

此次演练是针对当前疫情
防控面临的形势任务，采取预设
场景、科目演练等，检验全县指
挥调度、联防联控、疫情报告、流
调溯源、核酸采样检测、救治处

置等方面的实战能力。
在演练现场，参与演练和观摩的共

有参演单位、医疗救治队、流调溯源队、
核酸检测队、隔离观察专班、观摩区等6
支队伍。

本次演练以预设某医院在进行核酸
检测时发现5例抗体为阳性的聚集性突
发事件为背景，启动各级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开展应急处置实战演
练。演练现场严肃、整齐、紧凑、有序，最
终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实战演练进一步完善了罗山县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提高了全县疫情防
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了应对
聚集性疫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
为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效、确保全县人
民平安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罗山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成员单
位负责同志，县核酸检测专班、隔离观察
专班有关同志，宝城、丽水、龙山等 3 个
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宝城街道办事处、
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应急队队员共100余人参加了实战
演练。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郭慧娜）11月4日，南
乐县组织开展新冠肺炎聚集
性疫情处置应急演练活动，
进一步健全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机制，加快提升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能力和应急
处置能力，有效应对聚集性

疫情。南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抽
调疫情网络报告组、流调溯源组、核
酸样本转运组、终末消毒消杀组 16
名应急队员参加了演练。

本次演练按照南乐县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部署，紧紧围绕国内突发
疫情案例，设计了县域外中风险地
区所在城市低风险地区人员返回濮
阳后，健康监测为阳性。各联防联
控单位立即启动应急响应，进入战
时工作状态，2 条主线共 8 个情景 8
个科目。南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案例场景通过值班人员接到电话报
告和疫情网络直报系统浏览显示一
确诊病例，及时审核传染病报告卡
并上报；流调溯源组立即组织流调
队员到患者确诊医院和居住村庄开

展流调和密接追踪调查，判定密切
接触者和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
者；该中心P2实验室对该病例的密
接、密接的密接人员新冠病毒核酸
标本检测；核酸样本转运组对该村
全员核酸检测和环境采集样本进行
转运；终末消毒消杀组对临时采样
点、确诊病例、核酸阳性人员居住场

所、村庄所有外环境进行药液喷洒
消毒消杀（如图）。

南乐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牛春广说，这场演练集实战检验与培
训为一体，应急队员要把演练成果转
化为实际工作成效，及时查找防控工
作中的不足，完善应急处置流程，进
一步提升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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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王倩男）记者从舞
阳县卫生健康委获悉，为
了进一步落实中央、省、市
疫情防控指示精神，全面
提升全县疫情防控应急处
置能力，近日，舞阳县在江
南名城小区院内开展了聚

集性疫情处置应急演练活动，疫情
防控指挥部 18 个专项工作组、相关
成员单位，各乡镇、各级医疗单位
负责人现场观摩。

参加此次应急演练的共有 6 支
队伍 90 人。此次演练以江南名城

小区居民张某从省外中高风险关
联地区旅游返乡居家接受健康监
测期间出现咳嗽、发热等不适症状
为背景，共分为“病例的发现、处置
及报告，流行病学调查和疫点终末
消毒，疫区封控管理及生活保障，
全员核酸检测，疫情处置结束”等 5
个场景，采取实战模拟演练方式进
行，对疫情发生的实际情况模拟开
展相关疫情处置工作，并以现场解
说的形式向参加观摩人员阐述疫
情处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办法，真实模拟了疫情发生后的全
流程各环节，全程细致地呈现了舞

阳县各级各部门应对疫情的处置
过程，做到了“及时发现、快速处
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达到了
预期效果。

此次演练进一步提高了防范
意识和应急水平，全面检验了舞阳
县疫情防控应急预案的实效性和
可操作性，并以此为契机查漏补
缺、补齐短板，进一步健全快速响
应机制，完善工作预案，规范应急
处置流程，全面提升舞阳县疫情防
控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和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全县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稳定。

舞
阳
县

日前，焦作市解放区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战演练活动，进一步落实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建立
“平战结合”疫情应急处置防控机制。 王正勋 王中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