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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首批“健康防疫包”发放工作基本完成

14余万名重点人员受益 第二批昨起发放

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

本年度气化外输天然气超84亿立方米

为天然气保供添“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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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区

“有了健康包心里踏实了”

天津市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信访举报电话和投诉信箱

专门值班电话：022—83635046

举报电话受理时间：工作日8:30—12:00，13:00—17:30

专门邮政信箱：天津市第89号邮政专用信箱

本报讯 截至2022年12月22日，我市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共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4719件,
其中：滨海新区2693件，和平区431件，河东区852件，河西
区842件，南开区966件，河北区665件，红桥区350件，东丽
区755件，西青区895件，津南区948件，北辰区1057件，武
清区881件，宝坻区959件，宁河区642件，静海区989件，蓟
州区739件，海河教育园区36件，市水务局7件，市城市管
理委6件，市交通运输委2件，市国资委1件，市生态环境局
3件。群众信访举报具体问题调查核实及处理整改情况
详见《天津日报》《今晚报》和天津广播的新媒体、北方网、
天津市政务网和各区政府网站。

市环保突出问题边督边改公开信息

本报讯（记者 徐杨）从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获悉，截至目前，我市首批65岁以上
老年人中的重点人群“健康防疫包”发放
工作已基本完成，全市14余万名重点人员
受益。与此同时，第二批143310名困难人
员的“健康防疫包”发放工作也已于22日
启动，陆续发到相关人员手中。

12月18日，我市启动了首批65岁以
上老年人中的重点人群“健康防疫包”发
放工作。截至12月21日24时，首批65岁
以上老年人中的重点人群的“健康防疫
包”已通过社区（村）网格化管理入户发放
141550份，完成发放任务的99.01%。

目前，我市已启动了第二批143310名
困难人员“健康防疫包”发放工作。据了
解，第二批“健康防疫包”由天津医药集
团、重庆医药集团（天津）有限公司、天津
九州通达医药有限公司三家企业负责配
送。药品已于21日开始连夜组织分装，昨
日起陆续配送到各区，免费发放。

■ 本报记者 王音

自12月18日起，市委、市政府向重
点人群免费发放“健康防疫包”并致一
封慰问信。按照分批发放、逐步到位的
原则，首批1818份“健康防疫包”于20日
运抵西青区，并于当日全部发放到重点
人群手中。

西青区委、区政府迅速调配力量，为
区民政部门登记的困难群体、65岁以上老
年人中的重点人群发放“健康防疫包”，先
期发放65岁以上老年人中的重点人群。

接过沉甸甸的“健康防疫包”，家住中

北镇的社区居民孙桂荣连声道谢：“感谢党
和政府！我本人有基础病，出去买药不方
便。有了这个健康包，心里踏实了。谢谢
社区的工作人员给我送药上门，真是太感
动了！”

中北镇云锦世家社区党总支书记、社
区主任杨震告诉记者，社区领到“健康防
疫包”后，第一时间发放到重点人群手
中。首批都是有基础病的独居老人，尤其
有的老人腿脚不利索，不便买药，社区进
行了先行发放，同时，社区还对这部分老
人进行每日随访，随时关注居民的身体健
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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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区

“解了我们一家的燃眉之急”
■ 本报记者 王音

19日下午，家住北辰区瑞景街道瑞益
园社区的居民刘津收到了社区工作者送来
的“健康防疫包”和一封来自市委、市政府
的慰问信。
“刘姐，这里面有解热镇痛、化痰止咳

的药，还有N95口罩、消毒片等防疫物品。
您身体不舒服，先吃着。再有什么需要，
您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电话咨询，或者
找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帮忙……”社区工作
者耐心地介绍并叮嘱着。

接过暖心的“健康防疫包”，刘大姐

说：“这份药来得太及时了！孩子跑了
门口的几家药店，都没有买到药。政府
给我们雪中送炭，解了我们一家的燃眉
之急。”

看到防疫包里的慰问信，刘大姐
说：“党和政府惦记着我们，想方设法保
障大家的身体健康，我觉得心里既温暖
又踏实。”

据了解，北辰区此次共发放7400份
“健康防疫包”。各街道按照分批发放、
逐步到位的原则，将“健康防疫包”陆续
免费发放至重点人群，为居民群众健康
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王音

连日来，为有效应对发热患者就诊高
峰，全市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新增开设了发热诊室。21日下午，记者来
到西青区张家窝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
地探访基层发热门诊。

13时40分，记者在张家窝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发热诊室看到，下午的就诊时间刚
到，已经有多名患者在等候就医。也有一些
患者已经看完病，正在排队缴费、取药。
“这里药很齐全。除了止痛退烧药，医

生还给我开了抗原检测试剂，讲解了用药
说明，这回心里踏实多了。”家住附近社区
的患者刘先生说。

12月9日，西青区卫健委召开视频会
议，要求在全区各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社区卫生服务站开设发热诊室。接到
任务后，张家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即启
动建设，连夜施工。
“根据先期预案，我们将发热诊室与

正常诊区完全分隔，设立了独立的诊疗
区、挂号收费处、药房、留观区和等候区，
实现了医保联网。经过一个通宵的建设，
10日一早，发热诊室正式对外接诊。”张家

窝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刘树焕说。
开诊前，中心已储备解热镇痛药、抗炎

抗病毒药、止咳平喘类药、对症中成药、其他
症状药品共29种6000余盒。高峰时期，发热
诊室每天接诊达140余人。目前，各类药品储
备充足。西青医院设立了应急储备库，在基
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品紧缺的情况下，可
立即从应急储备库调拨药品。

常说“轻伤不下火线”，在这个特殊时
刻，中心医务人员更是全力以赴投入到医疗

保障中。发热诊室值班医生王高波声音沙哑
地告诉记者，很多同事病倒后只休息两三天
便很快回到工作岗位。目前，全中心各科室
的所有医务人员都参与排班，全力确保发热
门诊出诊。

作为基层首诊“第一防线”，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务人员不仅需要指导群众合理用
药，更是群众身边的“贴心人”。“阳了别怕，我
们在！”中心23个“家庭医生”团队时刻守护着
群众的健康。“我们对65岁以上、有基础病的
患者建立了信息台账，将其纳入网格化管
理。医生公布了个人手机号，方便群众有问
题随时咨询。同时，对重点人群做到心中有
数，及时根据实际情况转到上级院或专科医
院救治。”刘树焕说。

筑牢基层首诊“第一防线”
——记者探访西青区基层发热门诊

■ 本报记者 刘雅丽

武清区西南隅，与西青区、北辰区以
及河北省为邻，这里是王庆坨镇。道路四
通八达，人员往来频密，疫情防控更为复
杂，王庆坨医院就坐落在这里，4层门诊楼
昼夜通明。

12月22日，6时30分，一楼西药房斜对
过，内科门诊屋门敞开。
“您快给量量，还高不？高，我得上市

里查查去。”患者进门就问。主治医师张
华苓一瞧，这不前一晚量过三次血压那大
娘吗。再一量，高压128，“看，降下来啦。”

这是24小时门诊。21日22时多，大娘
着急跑进来，“哎呀，高压170，咋回事？原
先降压药不管用了？您快给开点‘速效
的’，给降下来……”对方精神头儿足，无
明显不适。问诊后，张华苓给出判断，“八
成是因您前些天感冒没休息好。别紧张，
您来时吃了降压药，过会儿咱再量量。”20
多分钟，量三次，血压慢慢下降。眼看没
事，张华苓“哄”大娘回了家。没承想转天

一早，大娘不放心，又来了。
“有些高血压患者因休息不足、情绪

紧张等原因，最近血压不稳。这波疫情
来的这段时间，这样的例子不少。”张华
苓告诉记者，针对这部分患者，“哄”，就
是处方。
“哄”是安抚情绪，是为缓解焦虑。在

王庆坨医院，温情“处方”从未缺席。
“处方”一，尽最大限度缩短患者候诊

时间——
21日20时，办公室里，院长段增青和

副院长赵广元正商量调配转天出诊人员，
“到明儿8时，张华苓上24小时了，还接着
上吗？有人替吗？”“还是有点紧张，我再
问问。”……

自12月8日起，这家辐射镇里22个村、
2个社区总计4万多人的一级医疗机构，

在医护人员及其家属陆续出现新冠肺炎相
关症状、人力极度紧缺情况下，仍发出“动
员令”：“咱们减少歇班，让患者候诊时间不
超7分钟，增设一个发热门诊，内科门诊由
两个增加到4个，内科、外科、妇科、影像科
等8个科室24小时开诊。”于是，连日来，其
他科室内的全科医生支援内科，全科医生
每隔一两天连上一次“超27小时班”（24小
时值班及转天上午班）……
“处方”二，尽最大限度保障行动不便患

者在家也能“就诊”——
医院11个家庭医生团队，每个团队6名医

护人员，“家医”既坐诊又出诊。赵广元介
绍，“医院服务的有基础疾病的重点人群226
名。另外，还有办理家庭病床的91名，他们基
本是失能和半失能患者。越是疫情紧张，越
要保障这些人群的安全，我们通过电话、微

信和上门方式为他们提供服务。”
21日，当过内科主任的赵广元，接到段增

青给他的“替补令”，“八街村家医团队长今天
出发热门诊，签约村民刘宝田血压有点高，你
去一趟。”
“中午1点多，赵院长领队来的，还有两位

护士。我老伴儿偏瘫，我们办了家庭病床，家
庭医生常上门来照顾。这两天我俩都发烧。
我老伴儿血压有点高，人家过来给量，高压
150。后来他们一提醒，我想起来忘给他吃一
顿降压药。”22日中午，王庆坨镇八街村村民刘
宝田的老伴儿刘凤勇回忆前一日情景，“现在
老伴儿血压已经稳定了，非常感谢医护人员。”
“处方”三，尽最大限度保障患者买得到

药——
“上级全力为我们保供，另外我们下辖21

个社区服务站，药品统一调配，让村民就近买
到药。”段增青说，自疫情紧张以来，医院未出
现抗病毒、退热等药品断供现象。
“内科医生10个，上周日‘倒下’7个。”段

增青略显欣慰，现在内科医生正陆续返岗，
“看到曙光了。”

■ 本报记者 徐杨

发热门诊是医院接待发热患者的“前沿
阵地”，连日来，中医一附院发热门诊的接诊
量日日攀升，609人、708人、825人……发热
患者激增，医护人员也不可避免地相继感染
病倒了。但他们仍有不少人选择了坚守，只
因肩上的职责与使命，只为那一双双期待的
眼神。

75岁的王奶奶来中医一附院发热门诊就
诊，接待她的护士虽然眼睛泛着血丝、声音
带着嘶哑，但依然有条不紊地登记信息，测
量体温、血压、血氧饱和度，仔细询问病史，
然后严格按流程引导着王奶奶到相应诊室
诊疗，还协助她完成缴费取药。

感染疾病科主任刘旻“白加黑”地在医院
工作，好几天没回家了。他说，这不算什么，
看看发热门诊值班医护人员们，哪个不是不
辞辛苦、连续作战，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上。护士长阎妍说：“前些天，隔离病房里面
留观了16位患者，病情均十分危重，医护人员
轮流值守，有时候12个小时不能出隔离区，大
家就这样咬牙坚持了十几天，患者终于转危
为安。”

事非经过不知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三
年以来，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一直坚守在没
有硝烟的“战场”上。如今，防控措施调整转
段平稳有序，他们依然在“前沿阵地”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医者仁心和忠诚担当，他们说：
“我们会坚持到底！”

紧俏药品保供 缩短候诊时间 家医上门问诊

王庆坨医院开了三张温情“处方”

增加诊室 增派人员 加快病床周转

环湖医院多措施保障医疗救治

中医一附院发热门诊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在“前沿阵地”诠释医者仁心
本报讯（记者 徐杨）12月15日，急诊单

日接诊697人次；12月16日，522名急诊患
者进行核磁检查；12月17日，急诊接诊100
辆120，急诊收入院119名患者。日前从市
环湖医院获悉，新的疫情防控形势下，近
期该院脑血管急危重症就诊患者数量剧
增，急诊量连日增加，各项统计数字均创
历史新高。面对持续的医疗救治压力，该
院采取增加诊室、增派人员、加快病床周
转等一系列应对措施，全力落实“保健康、
防重症”目标要求，全力保障神经专科急
危重症患者医疗救治。

环湖医院副院长巫嘉陵介绍，12月
15日该院急诊单日接诊697人次，达到
历史最高峰，目前平均每日接诊量一直

保持在约450—500人次。市卫生健康
委数据统计，近期该院120患者接诊量
在全市医院中排名第6，在专科医院排
名第1。

该院急诊科副主任赵文娟说，随着急
诊医护人员陆续病倒，为了应对就诊高
峰，院党委向全院职工发出倡议书，组建
门急诊志愿服务医疗队，号召大家不分专
业、不分科室支援急诊，集中一切力量保
障脑血管病患者的急诊急救。全院上下
立即响应，不论是专家主任还是年轻医护
都踊跃报名支援急诊。他们中有的人刚
刚康复就再次主动请战，有的人顾不上家
里还有生病的老人和孩子，只为守护更多
人的生命健康安全。

本报讯（记者 万红）昨天，记者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
天津LNG接收站（以下简称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了解
到，截至昨天，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本年度气化外输天
然气超8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5%，创历史新高。这84亿立
方米天然气可供9000多万户家庭使用半年，为地区经济发展
和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中国石化首座有效容积22万立方米全容式LNG
储罐已在该站建成投产，这也是京津冀地区首次投用的单罐
容量最大的LNG储罐，使该站储气能力从3.8亿立方米增至
6.4亿立方米，同比提升68.42%。其余三座LNG储罐计划于
2023年供暖季前建成投产，届时中国石化天津LNG接收站接
转规模将达到1080万吨/年，为地区天然气保供再添“底气”。

本报讯（记者 陈璠）日前，天津港综合保税区二手车出
口服务中心在天津港保税区海港片区揭牌成立。这标志着
全国首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立的二手车出口服务中心正
式运营，该中心将实现二手车出口前车管业务一站式服务。

自2019年天津获批开展二手车出口业务以来，滨海新区
作为天津二手车出口试点政策的承接地，在行业规范化管
理、试点企业甄选、试点动态调整、出口模式创新等方面先行
先试，为全国试点城市提供了“滨海方案”。经过3年努力，滨
海新区共有10家企业获得二手车出口资质。

今年以来，我市二手车出口业务增幅明显，且呈逐月上升
态势，办理二手车出口业务的服务需求日渐迫切。为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二手车出口业务增长，近期，天津港保税区海
港管理局在市交管局车管所的大力支持下，将天津空港二手车
交易市场业务延伸至天津港综合保税区，率先在全国自由贸易
试验区实现了二手车出口前车管业务一站式服务。

据天津港保税区海港管理局局长阴利介绍，为助力保税区
打造二手车出口产业聚集区，海港管理局联合天津空港二手车
交易市场开启二手车出口绿色通道，同时，得到市车管所的支
持与授权，设立二手车待出口业务专属查验点位，对二手车出
口企业采取上门服务，提供手续上的便利，使企业车辆不出库
便能办结相关车务手续，进一步满足二手车出口企业需求。

全国首家自贸试验区二手车出口服务中心在津成立

一站式车管服务畅享便捷

本报讯（记者 姜凝）天津市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初试将于12月24日至26日举行。昨天，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发布天津市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温
馨提示，提醒广大考生注意。

考生须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核酸（抗原）检测结
果参加考试。《准考证》正反两面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
写。考试前务必认真阅读《考场规则》，其中允许携带的物品
方可带入考场。根据“一类一策”要求，部分考生的考场和座
位号，与日前查询到的结果可能有变化，考生要及时接收考区
通过研招网发送的站内消息，记录好每一科的考场号和座位
号，并于每场考试开考前30分钟入场，避免因走错考场耽误
考试。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参加当科
考试。考试时间为 3小时以上的业务课二科目（代码为
5××），将安排在12月26日上午8:30进行，相关考生要及时
关注报考点提示的考试地点。统考科目全部实行网上评卷，
答题时须在答题卡上作答。化学（农）（科目代码315）考试中
可使用具有对数及幂指数计算功能的科学计算器（不得使用
带字典存储和编程功能的科学计算器），其他统考及联考科目
考试中不允许使用计算器。自命题科目是否允许使用计算器
以《准考证》上招生单位说明为准。

特别提示的是：本次考试实行考点手机集中管理方式，考
生携带的全部手机不得带入考试区域。每场考试，考生进入
考试楼前，须将携带的全部手机按照考点要求，交由考点集中
管理，本场考试结束后由考点发还给考生。考场内配有电子
时钟，考生不得携带手表进入考场。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
律，自觉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此外，考生需保持手机畅
通，及时接收考区通过研招网发送的站内消息，密切关注各考
区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以及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微
信公众号和招考资讯网发布的消息，特别是在考试前两天应
多次登录查看，并按有关要求参加考试。

考试院发布研考温馨提示

为了让重点人员能够正确了

解多种防疫药品的用药知识及抗

原检测方法等，河东区大直沽街

道东宿舍社区联合街道卫生服务

中心医生通过录制讲解视频的方

式，提供别样的“说明书”，满足不

时之需。

本报记者 吴迪 摄

“健康防疫包”

别样“说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