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您现在的症状如何了？您现在发

烧吗？咳嗽吗……”1月 4日上午，记者来

到合肥市蜀山区笔架山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该社区医院发热门诊医生顾世俨正

耐心细致地询问患者症状，为患者开具

药方。

近期，我省各地社区基础医疗机构

积极行动，增开发热门诊，24小时服务发

热患者；增设家庭医生，进一步缓解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的压力，让老百姓在家门

口就能顺利就诊。

“我们从 2022年 12月 12日接到上级

指令后把医院所有的核酸采样点全部改

成发热门诊，第二天发热门诊就对外开

放，为市民提供问诊、抗原检测、发药一

站式服务。”顾世俨告诉记者，12 月 13 日

开诊当天接诊量大概在 70 人左右，此后

接诊量不断攀升，12 月 15 日到 17 日是接

待新冠患者最多的时候，最多一天接诊

量达 180人次。

“那个时候，无论是之前的全科医生

还 是 专 科 医 生 ，都 全 员 在 发 热 门 诊 问

诊。即便是自己已经被检测出阳性，发

着高烧依然在门诊接待患者。”顾世俨回

忆当时的情形历历在目。该社区医院从

问诊、做抗原到发药，整个过程大约只需

要十几分钟。笔架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李忠志介绍，患者多以社区医院附

近的居民为主，症状主要为发烧、咳嗽、

头痛、肌肉痛、乏力。“从上周开始，接诊

量有了明显的回落，接诊人次在 90 人左

右，患者症状以咳嗽为主，发热的患者有

所减少。”李忠志说，他们的值班手机保

持 24 小时开机状态，随时可以为患者提

供健康咨询和用药指导。

近日，在砀山县砀城镇砀城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大厅内，居民们正在依次排队就

诊、缴费和取药，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较

往常增加许多，但整体运行平稳有序。

“我父亲前几天高烧 38.5℃来到社区

医院就诊，虽然就诊患者很多，但是我父

亲还是第一时间得到了救治，烧也退了，

谢 谢 社 区 医 院 医 护 人 员 对 我 父 亲 的 照

顾。”家住砀山县砀城社区的王女士对记

者说。

砀山县砀城镇砀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主任医生周新建介绍，该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面临居民就医和中心工作人员发

热的双重压力，为保发热门诊、全科门诊

等重点科室正常运转，门诊 24小时运作，

医护人员采用轮班制 24 小时值班，保障

所有发热门诊都有人员在岗。而近期前

来门诊的患者多以发热、咳嗽为主要症

状，用药需求旺盛。该社区医院积极与

其他医院和相关药企对接，持续供应布

洛芬等退烧止咳等药品，更好地满足广

大群众用药需求。

“您好，是周医生吗？我家住在旌阳

镇北门社区，我母亲好像被感染了，现在

发烧厉害，已经持续两天了，吃了退烧药

还是不见好转……”12月 20日上午，旌德

县旌阳镇北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周

川江接到了刘先生的电话，随后，周医生

根据刘先生描述的症状对他的母亲进行

了电话问诊，告知一些救治注意事项，并

为刘先生联系相关医院，帮助刘先生母

亲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周医生介绍，12月 21日，北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接到上级指令，开展家庭医生

问诊，全县所有医疗机构选派优秀医生担

任家庭医生，并在线公布自己电话，分配

到全县各乡镇服务患者，周医生被分配到

了旌阳镇北门社区担任家庭医生。

旌德县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日，旌德县将全县 68个家庭医生服务信

息进行公告，精准推送至 3000 位本地居

民。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针对不同人群

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其他约定

的健康管理服务。0-6岁儿童、孕产妇、65
岁以上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患者等重点

人群可与就近的家庭医生签约，由家庭医

生提供健康管理和健康监测服务。全县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组建了 68个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团队，实行网格化服务，并向

群众公开联络信息。家庭医生通过微信、

电话或线下方式开展健康监测，提供患者

健康咨询、用药指导等。

记者了解到，我省正在加快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接诊能力。在全省 658
家二级及以上医院已全部设置发热门诊

的基础上，1612 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 务 中 心 已 按 要 求 全 部 设 置 发 热 诊 室

（门诊），将部分核酸采样屋转化为发热

医疗站，鼓励规模大、覆盖人口多的村卫

生室设置发热诊室，保障群众就近获得

健康服务。同时，我省网格化布局家庭

医生团队，公布家庭医生姓名、电话，确

保农村每个居民知晓并能及时顺畅联系

到家庭医生。124 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牵 头 医 院 组 派 专 家 对 口 帮 扶 乡 镇 卫 生

院，驻点出诊、指导，提高乡镇卫生院识

别高风险病患。

分级诊疗，筑牢健康防线

■ 本报见习记者 罗晓宇
本报通讯员 戴睿

一辆辆救护车驶来，穿着蓝色隔

离衣的医护穿梭在病床之间……近

日，合肥各大医院的急诊科都在经历

着一次重大挑战。位于合肥市经开

区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也

承担着繁重的急诊任务。

“我们成立医院急危重症患者救

治专家团队，实现患者分级分类收

治，轻重患者动态流动，快速分流。

每天一次救治协调会，设备统一调

度，药品统一配备。全力保障危重症

患者救治。”该院执行院长田仰华介

绍，近期医院急诊病人数量暴增，每

日急诊就诊量近千人次。针对近期

疫情形势由预防感染转变为医疗救

治，从发热门诊的扩容增员，到急诊

的分级分类收治，再到重症患者的住

院治疗，安医大二附院不断扩容医院

资源，全方位保障患者就诊需求，保

障危重症患者救治。

“我们快速加开了发热门诊，建

立排班预备队及青年突击队，及时应

对解决值班医生感染减员问题。当

前发热门诊的服务能力从每日接诊

40 人快速提升到每日 1800 人，及时

满足了群众的就医需求。”该院医务

部负责人叶珺表示，面对增加的患

者就诊需求，医院还及时增加了互

联 网 门 诊 ，减 轻 了 发 热 门 诊 的 压

力。此外，医院与属地积极联动，与

所服务的合肥市经开区共同加强对

辖区内社区卫生机构的指导，加大

对养老机构的巡查，将发热患者最

大限度的留在基层，并建立及时有

效的转诊通道。

田仰华表示，医院延长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心血管内科等科室的门

诊服务时间，有效分流了急诊的压

力。全院内科系统医护人员支援急

诊科诊疗，减少急诊科患者的排队

时 间 ，并 对 急 诊 患 者 快 速 分 类 、分

流。将危重、次危重患者及普通患

者 依 次 分 流 到 ICU、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学科、感染病科、普通内科等，实

现了急诊的快速分流，保障抢救室

无患者滞留。

“近期，医院大量职工感染，同时

普通就诊患者明显减少。医院及时

采取应对举措，调整关闭部分病区，

集中有限人力支援发热门诊、急诊、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ICU 等，并将

全院床位分类管理、有序开放，让重

症、呼吸等主要抢救科室重点服务重

症患者。通过全院的床位统一管理，

有效解决了患者就诊需求。”田仰华

表示，该院成立急危重症救治专家

组，对全院收治新冠患者的科室进行

统一培训，制定统一方案和标准。由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包

保病区，安排专家组对危重患者进行

全院指导巡诊，每晚召开全院救治工

作例会，对诊治存在问题及时梳理，

现场解决。

保障医疗设备正常运作是救治

新冠病毒感染的重要一环，据田仰华

介绍，为保障医疗救治工作的顺利开

展，医院医务部、医学工程部、物流中

心等相关部门，相互协调，调配或采

购一线救治所需设备物资，快速梳理

在用急诊急救设备情况。特别是加

强对可调配呼吸机、高流量湿化治疗

仪、连续性血液净化装置、ECMO、心

电监护仪等设备的调度使用，动态调

配，提高设备利用效率，保障临床工

作需要。

凝聚“一盘棋”，保障急危重症患者救治

社区医生，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增开发热门诊，满足大多数
新冠病毒感染群众就医需求——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兰凤家园有老人发高烧，我们

立刻出发！”1月 4日上午 10点，在蚌

埠市紧急救援中心，刚刚完成一趟

救援任务的驾驶员方振刚，顾不上

喝口水又和急救医生出车赶往下一

个目的地。

“从上午 8 点到岗，这已经是第

3 趟任务了。”51 岁的方振刚是蚌埠

汽运集团怀远公司的一名驾驶员，

驾龄已有 30 年。近期随着新冠病

毒感染形势的发展，120急救车派单

量也随之增大，蚌埠市卫健委及时

协调市交通局抽调 30 名公交驾驶

员志愿者充实 120 一线急救队伍，

方振刚就是其中之一。

“元旦正式上岗，两班倒运转，

这几天每个班次出车量都在 10 趟

以上。”方振刚告诉记者，转运的绝

大多数都是感染新冠病毒且有高烧

症状的老年人，很多老人住在没有

电梯的老旧小区，上岗之前蚌埠市

紧急救援中心对志愿者进行了院前

急救知识培训，指导搬运、上下车注

意事项等。

“上 月 下 旬 以 来 我 们 120 一 直

处 于 超 负 荷 运 行 中 。 面 对 大 幅 增

长 的 急 救 需 求 量 ，我 们 迅 速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下 沉 办 公 室 行 政 人 员

扩 容 一 线 调 度 席 位 ，同 时 整 合 急

救 资 源 增 加 急 救 力 量 ，全 力 保 障

百姓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蚌埠市

紧 急 救 援 中 心 主 任 何 峥 嵘 介 绍 ，

30 名公交驾驶员志愿者主要担任

120 驾驶员和协救员，目前蚌埠市

120 车 组 由 原 来 10 个 增 加 到 目 前

的 18 个 ，极 大 地 缓 解 了 一 线 急 救

压力。

“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每

个出车任务都是一道救命的‘指令’，

唯快不破。”蚌埠公交集团驾驶员志

愿者沙捷告诉记者，为了能早一秒

到达现场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救治时

间，他们和急救医生们一个班次 12
个小时基本都在路上，有时换班了

才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工作比之前

繁重得多，但是帮助病人，一切辛苦

都是值得的。

记者采访中还了解到，在新形

势下，为最大程度协助非急危重症

病人的有序转运就医，畅通就医出

行通道，将 120 救护车留给急危重

症患者，蚌埠市各县区还在乡镇（街

道）、村居（社区）开通了非危急重症

患者转运热线，明确专人落实非急

救转运工作。比如，固镇县成立了

230 支共计 1307 人的应急服务小分

队，小分队成员由各村居（社区）党

支部负责同志、村医等组成，为属地

患者提供 24 小时转诊就医转运服

务，进一步夯实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防线。

“我们鼓励非急危重症患者首

选 自 行 就 医 。 对 于 有 就 医 需 求 但

无 法 自 行 前 往 的 非 急 危 重 症 患 者

如长期卧床、行动不便、失能失智

及孤寡老人等，可按照属地拨打非

危 急 重 症 患 者 转 运 热 线 满 足 就 医

出 行 需 求 。 危 急 重 症 患 者 直 接 拨

打 120。”蚌 埠 市 政 府 有 关 负 责 同

志表示。

志愿者入列，跑好院前“第一棒”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聂琴琴

“护士长，我跑不动了，好像肚子有点疼，可能

要生了……”2022年 12月 30日下午两点，明光市中

医院脑病科护士唐秀丽在上班过程中突然感到不

适。当晚，怀孕“37周+3天”的唐秀丽顺利产下一名

可爱的女宝宝。

2022 年 12 月，随着全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医院医疗救治压力剧增，所有医护人员承受着感染

风险全力守护群众健康。唐秀丽虽然怀有身

孕，但依然坚守在战疫一线，默默奉献着自己

的一份力量。

因为脑病科患者的特殊性，且大部分

是老年患者，相对来说，护理工作也更为

辛苦。唐秀丽每日穿梭在治疗室、护

士站、走廊、病房……一天下来，疲

惫可想而知，但她从不言辛苦。

12月 15日，唐秀丽也感染

了新冠病毒，她匆匆吃了点

药，仅休息了 2天，考虑到科

室患者激增，科里人员相继感

染，人手严重紧缺，她主动联系

护士长请求返岗。“我是孕妇，但

我更是一名护士，特殊时期要跟大

家一起坚持、一起加油。”唐秀丽说。

在明光市中医院，像唐秀丽一样

克服种种困难，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坚守

防疫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很多。“我不

发烧了，我来”“我症状要轻一点，我来”，这是

医护人员说的最多的话……

“以岐黄之术，佑生命之火。我们医护人员的

付出就是为了护佑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明光市

中医院党委书记杨萍告诉记者，作为安徽省示范中

医院，明光市中医院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中的独特作用，通过提供中药处方、

进行中医药干预指引等方式，保障群众健康。

这段时间，明光市中医院中药房、煎药室每晚都

是灯火通明。忙碌的身影，浓浓的药香，这是中药师

们在配制、煎煮中药预防方。据悉，该院最大负荷量

达日配制中药预防方中药饮片 13000 剂、配方颗粒

2000剂，切切实实为群众防疫加上了中医药“盾牌”。

据了解，该院中药预防方主要为“中药 1 号方

（宣肺祛邪饮）”“中药 2号方（宣肺透邪汤）”，是医院

名老中医工作室专家根据明光市地理位置、气候、

环境及人群体质特点，结合当前疫情情况研制的。

为减少群众在医院等候时间，避免诊区人员密集交

叉感染，医院还在门诊设置了“中药预防方暖心服

务点”，方便群众开方取药。

为了让群众不出村、不出镇，把中药预防方送上

门，明光市中医院牵头设立“共享智慧中药房”，利用

“互联网+”技术，群众在当地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就

诊，医生通过智慧共享系统开方，系统实时接收电子

处方并审核，运用现代化系统完成识方、配药、煎药、

包装等环节，通过快递将煎好的中药或者调配好的

中药饮片配送到群众手中。

此外，医院还根据院内临床专家对阳性患者治

疗的经验，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广大市民推荐点刺放

血、刮痧、揪痧、穴位推拿、八段锦、中药足浴、茶饮等

简便操作的缓解新冠常见症状的中医特色疗法。一

经推广，获得了广大群众的高度认可。

“疫线”坚守，护佑生命

■ 本报记者 许蓓蓓
本报通讯员 杜静 谢文君

1月 4日上午，记者来到合肥市

包河区方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

发热门诊探访。令人欣慰的是，连

日来，社区发热门诊就诊人数下降

趋势明显。

围绕“保健康、防重症”的防疫

目标，包河区二级及以上医院、卫生

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机构共开设发

热门诊 252 个。当前，作为居民 15
分 钟 生 活 圈 内 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成为疫情防控“前哨站点”，全力

保障居民就近就诊。

“李医生你好，我母亲 80 多岁，

反复发热 5 天了，血氧饱和度 95%，

请问现在是否需要就医？”1 月 4 日

下午，正在值班的包河区常青街道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李奇接到了

一通咨询电话。

由于母亲年龄较大，担心去医

院造成交叉感染，家住淝南社区的

盛 女 士 拨 通 了 辖 区 家 庭 医 生 李 奇

的 联 系 电 话 。 在 仔 细 询 问 患 者 症

状和既往病史后，李奇建议盛女士

立 即 带 母 亲 转 诊 至 医 院 进 一 步 检

查治疗。

打开包河区日前发布的“包河

区各居、村家庭医生咨询电话”，各

乡镇街道及下辖 111 个村居的医生

联络方式一目了然。据介绍，12 月

中旬以来，包河区率先在全市编组

成立了三个梯队的家庭医生队伍，

方便辖区内发烧发热的居民 24 小

时咨询问诊。

“高峰时期一天要接上四五十

起电话，患者大多是老人和儿童，

我们会根据患者描述的症状，尽可

能地给他们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

导以及转诊建议。”李奇表示，特殊

时期，公布家庭医生的电话确实能

够帮助居民更好地防护、用药，通

过 电 话 的 形 式 也 能 减 少 疫 情 传 播

的概率。

由于家庭医生大多是各个街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特

殊时期他们还承担着发热门诊诊疗

职责，不少医生均是利用晚上下班

时间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有

时候接电话没有那么及时，也希望

居民能多多理解。”李奇说。

“金葡萄家园 B 区的袁奶奶家

已经 24 小时没有开门记录了，你现

在赶紧上门去看一下。”日前，大圩

镇金葡萄社区工作人员李陈艳在接

到手机“预警”后，立即联系老人所

在楼栋的楼长，随后又拨通了老人

家属的电话。

在得知袁奶奶被子女接走后，

李陈艳长舒了一口气。虽是一场虚

惊，李陈艳的心里却踏实了许多。

这些天，在大圩镇金葡萄社区，独居

老人服务专班的高效运转和“智慧

门磁”居家监护设备的应用，发挥了

大作用，更好地守护了老人的安全

与健康。

“ 高 龄 独 居 老 人 是 一 个 特 殊

群 体 ，也 是 感 染 高 峰 期 的 脆 弱 一

环 。 经 过 摸 排 ，目 前 我 们 辖 区 有

70 余 名 独 居 老 人 ，不 少 老 人 患 有

基础疾病，需要长期服药，如果发

生紧急情况需要第一时间救治。”

大 圩 镇 金 葡 萄 社 区 书 记 程 凤 霞 表

示 ，该 社 区 专 门 成 立 了 一 支 独 居

老 人 服 务 专 班 ，每 一 名 老 人 由 社

区 、网 格 、楼 栋 三 级 人 员 共 同 包

联 ，保 障 辖 区 内 独 居 老 人 问 诊 用

药 、物 品 采 购 和 日 常 监 护 。 针 对

部 分 出 门 不 便 的 老 人 ，专 班 工 作

人 员 会 联 系 大 圩 镇 卫 生 院 ，组 织

医 生 上 门 为 老 人 看 诊 ，同 时 配 送

药品和防疫物资包。

与 此 同 时 ，为 了 提 高 监 护 效

能 ，金 葡 萄 社 区 还 在 独 居 老 人 家

中的卫生间、冰箱门上装上了“智

能门磁”，通过对开关门时间的数

据 监 测 和 分 析 ，实 现 对 独 居 老 人

的“ 云 守 护 ”。“ 假 如 老 人 在 家 24
小 时 都 没 有 开 关 门 的 动 作 ，那 么

门 磁 智 能 系 统 就 会 发 出 预 警 ，并

及 时 反 馈 给 社 区 工 作 人 员 ，我 们

会立即组织人员上门核实排查。”

程凤霞介绍。

当 前 ，按 照 合 肥 市 统 一 部 署 ，

包 河 区 正 全 力 摸 排 梳 理 辖 区 内 独

居 老 人 、残 疾 人 、留 守 儿 童 、孕 产

妇、合并基础病等重点人群，依托

家庭医生团队、社区工作者、红色

小管家等群体，强化重点人群动态

服务和包保联系，尽最大努力保障

特殊群众就医用药，预防和减少新

冠病毒感染重症发生，为群众生命

健康保驾护航。

架起“连心桥”，守护有“温度”

▲ 1 月 4 日，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

卫楼社区的志愿者为 65岁以上老人

免费发放退烧药。

本报通讯员 葛宜年 摄

2023年 1月 6日 星期五责编/晋文婧 版式/常欢欢 特别报道 9

◀ 1月 4日，六安经济开发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药房的工作人员正在配制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的中药方剂。

特约摄影 陈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