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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博客·

1 月 7 日，全椒县马厂镇新安村村医乐世斌

（右）及其妻子贾玉兰正在给患者输液。

本报记者 周连山 摄

▲ 1 月 6 日，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临

河村干部和村医走村入户发放“健康

防护爱心包”，并进行量血压、测体温

等健康检查。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 邹宝元

随着年关临近，返乡人员增多，农村防疫迎来新一轮大

考。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担当，把农村地区疫情防控工作摆上更加突出位置，抢

抓“窗口期”，打好“提前量”，确保农村居民“买得到药、看得

上病、住得进院”，平稳安全度过流行高峰期，换来父老乡亲

的“时时放得下心”。

农村地域广、人口多、底子薄，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

和难点领域。疫情“迎峰转段”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针对

农村疫情防控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相关部门及一些社会组织也组织开展一系列农村防疫

公益活动，取得积极成效。进一步守好农村疫情防控这道

门，还需要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持科学防治、精准

施策。

提高政治站位，合力抓好防控。党员干部的底色让群

众最定心。要落实“五级书记要像抓脱贫攻坚一样抓农村

地区疫情防控”要求，持续优化疫情防控应急指挥体系。

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作用，运用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信息化支撑等方式，点对点联系到户到人，让鲜红党旗飘

起来、宣传工作活起来、网格人员跑起来、爱心服务暖起

来。要细化完善农村防疫包保制度，让干部走下去，确保

农村特殊群体、困难群体遇事有人帮有人管。

瞄准重点人群，把握重点环节。从“防感染”到“保健

康、防重症”，农村疫情防控要适应这一工作重点的变化，

充分发挥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作用，依托县域医共

体，推动县级医疗资源下沉，发挥乡村医生和村诊所的瞭

望哨和首诊作用，提升农村地区医疗保障和救治能力。瞄

准农村老年人、孕产妇和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用心用情

做好疫苗接种、医疗救治、“阳康”后监测管理等服务。要

把握药品能配送到终端、重症患者能转运出去的重点环

节，做到化风险于未萌。

加强教育引导，压实主体责任。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

第一责任人。要不断压实农村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主体

职责，加强教育引导。倡导健康生活

方式，引导群众理性购药、合理备药、

科学用药，注重“阳康”后的保健指导

和动态监测，减少意外事件发生。倡

导邻里互助，共享互换富余的防疫物

资和治疗药品，筑牢“联防联控，群防

群治”的严密防线，确保疫情防控平稳

转段、人民群众祥和过节、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

以“时时放心不下”心态

抓好农村防疫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周磊

1 月 5 日，在全椒县石沛镇石

沛村，一辆巡诊医疗队的汽车停在

了村民刘国平大爷家门口，镇卫生

院副院长任鹏和两名医护人员上

门来给刘大爷做身体检查。

今年 67 岁的刘大爷最近开始发

烧、咳嗽并伴有身体疼痛等症状，他的

子女在外务工还没有回来，于是他就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镇卫生院打了电

话。没想到，当天医护人员就赶到了

刘大爷家中。

在刘大爷家中，任鹏和同事一起

为老人测血压、血氧及体温。随后，任

鹏给老人免费发放了布洛芬片及其他

药品，耐心地跟老人说用药注意事项。

“3 名医生主动上门给我看病，让

我觉得很安心，太谢谢他们了。”刘大

爷说。

任鹏告诉记者，为做好农村地区疫

病防治，巡诊医疗队逐村开展巡诊服

务，巡诊车上配备有基础类、急救类医

疗设备，还有医用供氧器、便携式肺功

能仪、指夹式脉搏血氧仪及呼吸机等。

此外，石沛镇卫生院在输液大厅设置氧

疗区，方便就诊患者吸氧，减少重症发

生。门诊及发热诊室医生每人配备指

夹式脉搏血氧仪，对前来就诊的老年人

及时测量血氧饱和度，对出现持续高

热、呼吸困难、血氧饱和度小于93%等情

况的患者及时转诊上级医院救治。

“我们不仅提前从医共体中心药

房配备了大量常用药品，而且在疫情

发展初期迅速通过各种渠道配备了重

点药品。”任鹏对记者说。

该镇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家庭医生

团队还及时开展健康指导、监测，通过

电话、上门等方式，每天及时掌握 0-6

岁儿童、孕产妇、65 岁以上老年人、有

基础性疾病患者及新冠感染者等重点

人群的健康状况，及时记录并做好跟

踪服务。

全椒县针对“红、黄、绿”三类人群，

建立“一对一”联系健康服务机制，压实

网格化管理责任，由村医和网格员共同

上门随访。县级医院专门开设红色标

识高风险重点人群接诊绿色通道。同

时，配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通过

家庭医生团队服务，实现重点人群签约

全覆盖。该县每个镇卫生院均建立 1支

巡诊队伍，开展巡诊上门服务。

“县医共体牵头医院对口帮扶各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出

医师驻点出诊、指导，提高基层医务人

员新冠高风险人群的识别、诊断和处

置能力。同时，在镇卫生院人手不够

时，立即派遣梯队人员驻点出诊。”全

椒县卫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

全椒县 巡诊车辆开进村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鹏

“彭大妈，我们来给你送退烧药了，

请收好。”1 月 5 日下午，亳州市谯城区

华佗镇小奈村新冠病毒感染保障工作

应急小分队来到村民彭玉莲家中，为她

送去了布洛芬退烧药。

“家里没有退烧药，正为这事发愁

呢！”72 岁的彭玉莲告诉记者，政府此时

送来退烧药，解了燃眉之急。

连日来，亳州市全力做好农村地区

医药保障和健康服务资源储备，推进分

级分类医疗卫生服务，优化调配医疗资

源，突出重点人群管理，最大限度保护

村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我们成立了新冠病毒感染保障工

作应急小分队，制作工作台账，确保 65

周岁的老年人及时领到退烧药。”小奈

村党委副书记许永梅说，村里还向村民

发放了“党群联系服务卡”，一旦接到村

民就医求助，应急小分队就会第一时间

安排，根据病情对接相关医院。

亳州市共有 65 岁以上老年人 65.57

万 人 ，按 照 每 人 发 放 3 粒 退 烧 药 的 标

准，已基本实现了“应发尽发”。该市还

不断加强农村医疗救治能力，1300 家村

卫生室、91 家乡镇卫生院、16 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共同坚守农村医疗防线。

据 谯 城 区 第 二 人 民 医 院（古 井 中

心 卫 生 院）院 长 李 庆 军 介 绍 ，医 院 调

整优化就诊流程，增加发热门诊和内

科 诊 室 数 量 。 医 院 还 与 医 药 公 司 对

接 ，每 天 上 报 药 品 需 求 量 ，千 方 百 计

保证患者用药。

记者在谯城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药

房看到，药架上的退烧药、止咳药等药

品品种多样，数量充足。“刚到了 3000

片成人退烧药和 10000 包儿童退烧药，

连非常紧缺的新冠用药‘阿兹夫定’，医

院也进了 20瓶。”药房负责人任飞说。

2022 年 12 月以来，亳州市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每日接

诊发热病人 4400 人，村卫生室平均每

日接诊发热患者 1800 人。

谯城区第二人民医院下辖 13 个村

卫生室，发热病人高峰时普遍遇到了药

品短缺问题。医院及时向各村卫生室

下拨应急资金，用于购买退烧药。李庆

军说，医院还充分利用医共体优势，与

上级医院建立线上会诊机制，让患者得

到更精准的治疗。

亳州市卫健委负责人告诉记者，农

村医疗卫生机构发挥“兜底作用”，既避

免了城市医疗挤兑，也为农村居民就近

获得医疗服务提供了便利。

亳州市谯城区 退烧药品送到手

■ 本报记者 柏松

“大娘，体温已经正常，还要多休

息，不要着凉……”1 月 6 日一早，寿县

寿春镇东津村村医周玲来到留守老人

吴长爱的家里回访，一番检查之后，她

又耐心叮嘱老人。

每当遇到村民感染新冠病毒，周玲都

会上门诊疗，指导老人服用退烧药。作为

村里的家庭签约医生，她还与寿春镇中心

卫生院保持联系，对重症患者及时转诊，

守护乡村防疫“第一道防线”。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寿县设置 55

个 发 热 门 诊 ，组 建 425 个 家 庭 医 生 团

队，奔赴 25 个乡镇 269 个村，精准高效

做好新冠病毒感染防控，当好人民生命

安全健康的“守门人”。

“张大夫，我家老头子发烧，浑身

疼，喘不上气……”1 月 4 日，安丰镇青

峰村村医张久标接到 70 多岁村民王文

虎老伴的电话。王文虎患有肺心病，是

张久标的长期服务对象。挂断电话后，

张久标整理好随身携带的小药箱，骑上

电瓶车就奔赴老人家里，降温、消炎、抗

病毒，让老人转危为安。

“有基础病的患者是重点关注对

象，丝毫不能大意。”张久标说。

在实施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

中，寿县高度关注 48 万乡村群众的身

体健康，对重点人群实施“红黄绿”三色

分类管理，提前为 179657 名 65 岁以上

老年人送去“布洛芬”退烧药，家庭签约

医生上门提供防疫救治指导，让他们健

康有保障。

在医护人员下沉的同时，寿县实施

逐级转诊，畅通就医转诊绿色通道，要

求 120 急救车辆在 20 分钟内接到病人，

把农村重症、危重症人员转到定点医院

救治。

“我妈肝癌晚期，突然发起高烧，请

来帮帮我们……”1 月 3 日晚，寿县迎河

镇酒流村村民范培贤的家人给村医卞

士娟打来电话。面对病人危重情况，卞

士娟立即联系 120 救护车。不到 15 分

钟，迎河急救站救护车便接上范培贤，

直奔寿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吸氧、心电图监护、监测血压及血

氧饱和度……医护人员果断处置，治疗

随即展开。

“患者感染新冠病毒引发并发症，

幸亏来得及时。”寿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孟海轮告诉记者，通过对症治疗，

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春节将至，在上海打拼的 40 余万

寿县人会返乡过年，我们将织牢基层健

康服务网底，加强外来返乡人员健康摸

底，精心做好医疗保障服务。”寿县常务

副县长李景练说。

寿县 签约医生沉一线

■ 本报记者 袁野

“王奶奶，您今天血压恢复正常了，我

们来帮你打新冠疫苗加强针。这一针打

上，你孙子过年回来，就不用担心你了。”1

月 5 日，来自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中心卫

生院的谷本帅及其他 3 名医生正在为 82 岁

的村民王存霞家检查身体，并准备为她接

种新冠疫苗加强针。

“王存霞老人有一些基础疾病，一开始

不愿意接种加强针。我们巡诊小分队和村

‘两委’干部配合，每天上门给她做思想工

作，同时提前为她调理身体。今天她血压

降 下 来 了 ，我 们 就 赶 紧 上 门 帮 她 接 种 疫

苗。”谷本帅告诉记者，从去年 12 月疫情防

控政策调整以来，他们 4 名医生组成的疫

苗接种、巡诊小分队每天都奔波在辖区的

大小村庄，了解重点监护老人的身体情况，

为 65岁以上老人送药上门、接种疫苗。

在徐集街道卫生室，记者看到药房里

摆放着各类止热镇痛药物。

“随着在外务工的群众陆续返乡，目前

我们卫生室备的药物还不够用。在春节

前，我们会继续补充药品，确保春节期间居

民用药。”卫生室医生王学宇说。

徐集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刘浩告诉记

者，从上个月中旬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以来，

该卫生院日均接诊量超过 300 人次，医院

40 多名医护人员和下辖的 35 名村医坚守

岗位，尽全力做好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徐集镇中心卫生院目前划分了重点人

群（红）264 人、次重点人群（黄）579 人、一

般人群（绿）2830 人。

“红色、黄色人群是我们监护的重点对

象，巡诊小组每天在基层巡诊都会走访他

们，目前已经完成了辖区内所有重点、次重

点人群的第一轮巡诊。此外，我们的村医

每周至少 2 次上门或电话了解他们的身体

情况，并及时向我们反馈。”刘浩说。

“随着在外人员陆续返乡，我区农村地

区的防疫工作将迎来一次大考。”裕安区卫

健委工作人员梁拥军告诉记者，该区加强

对重点人群的健康监测和管理工作，摸清

辖区内合并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孕产妇、

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人员底数，对农村

地区群众实施三色管理，并通过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加强对签约村民的健康宣传和

教育。

“我们还加大了农村地区新冠病毒感

染治疗药品和抗原检测试剂盒的供应力

度，在农村地区成立了 20 个非急救转运专

班，为非急危重症就诊需求的群众提供转

运服务。”梁拥军说。

六安市裕安区 上门接种加强针

■ 本报记者 刘洋

1 月 3 日，铜陵市义安区东联镇

西埂村村医程静早早地从村卫生室

出发。当天，她要上门对各村民组的

独居老人进行健康监测。

在新立村民组独居老人俞学国

家中，程静为俞老测量体温后发现其

体温偏高，随后便拿出新冠抗原试纸

对老人进行了抗原检测。

“俞老，您的抗原检测阳性，结合

您 现 在 的 症 状 ，应 该 是 新 冠 病 毒 感

染。”程静详细地向俞学国介绍了新冠

病毒感染后的症状，并留下了一小袋

退烧药放在床头柜上，叮嘱老人要在

体温达到 38.5摄氏度以后才能服用。

家庭医生或村医上门服务老人

的并不只有东联镇。去年 12 月，铜陵

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际，依托村

医、社区卫生机构医护人员等力量，

共在全市组建了 705 个家庭医生服务

团队。这些家庭医生团队联系方式

全 部 对 外 公 开 ，24 小 时 保 持 电 话 畅

通，承担接诊发热患者以及居家康复

人员健康管理等职责。

“体温测量正常，您还有没有其

他地方不舒服？”在新建村民组 94 岁

老人张明译家门口，程静发现张老恢

复得不错，进一步叮嘱他要多休息、

适当加强营养。

“子女在外打工，我生病这一周，

多亏了程医生送医送药。”张明译不

住地向程静表示感谢。

记者从铜陵市卫健委获悉，该市

组建的家庭医生团队按照网格化布

局方式，结合建立的重点人群台账及

责任分工，对重点人群实行“红、黄、

绿”分级健康管理，纳入健康监测服

务范围，对高风险、红色标记的重点

人群每周提供不少于 3 次巡查服务；

发现失能老人或高龄行动不便的感

染者，及时申请县区卫健部门确定的

专家团队或上级医院开展评估，并根

据评估结果决定收治方式。

“对经评估后可居家的，在上级

医院指导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其

提供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健康监测、

抗原检测等必要服务。经评估后不

适宜居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协助

转诊。”铜陵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

为畅通农村群众的就医出行通

道，1 月 3 日，铜陵市还公布了基层非

急救转运专班名单及负责人联系电

话。记者注意到，铜陵市组建的基层

非急救转运专班共有 55 个、共计配备

310 台转运车辆，覆盖了铜陵所有乡

镇、社区。对于有就医需求但无法自

行前往就医的非急危重症患者，打个

电话就有专门车辆和人员保障其就

医出行。

铜陵市义安区 转运专班助转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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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医疗夯实医疗““网底网底””守护村民健康守护村民健康

◀ 1 月 5 日，亳州市谯城区牛集

镇卫生院组织党员医护志愿者

开展“义诊进乡村 健康送老人”

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