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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卫健康“哨兵”行动
——记者蹲点采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线抗疫见闻

■ 本报记者 耿堃

当新冠疫情防控的工作重心从防控感染转到医疗救治，
社区、农村是医疗卫生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在推进感染者分级分类收治、风险人群健康监测管理、老
人和孩子等重点人群医疗服务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对疫情防控的艰巨任
务，运转情况如何？记者在两周时间内，近距离采访了和平
区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津南区双桥河镇卫生院。

哨点

1月4日上午，和平区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耿婧准备和同事一起入户巡诊，她们要去一位90岁的老奶
奶家。“幸亏血氧仪发得及时，察觉这位奶奶出现‘沉默性
缺氧’。”

耿婧是一名家庭医生，老奶奶归属她负责社区新冠疫
情防控重点关注的红标人群。血氧仪发到医院的一刻，她
就想到了这位奶奶。联系上家属，对方正为血氧仪难求着
急上火。“当时老奶奶看上去挺正常，血压等指标也没大问
题，就是精神差，我们赶紧把血氧仪送过去，一量，才85，典
型的‘沉默性缺氧’，立即建议家属送医治疗。”

1月9日一早，津南区双桥河镇卫生院医生柴慈海拨通
了东泥沽村一位85岁患者家属的电话。听说老人近来在
医院里精神见好，吃东西觉得香了，他松了一口气。本身
就是东泥沽村人的柴医生，休息时间遇到老大爷的家人，
请他到家里给看看。看了老人先后两次的影像结果，发现
肺部毛玻璃样情况加重，他告诉家属应该马上送医诊治。
同时将患者情况发送到镇卫生院与津南医院等上级医院
建立的分级转诊群内，津南医院的医生经过研判，决定收
治。老人到达津南医院后，顺利住院，得到及时治疗。

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双桥河镇卫生院，门口
都挂着一块牌子“天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哨点”，耿
婧、柴慈海这样的社区卫生中心、乡镇卫生院医护人员是
全神贯注的哨兵，社区、村和上报的疫情防控红标、黄标、
绿标重点人群名单，仿佛闪烁着各色微光的信号。
“作为居民健康守门人，在疫情防控转段中，我们的

担子更重了，能在基层处理的问题都会尽全力解决，要
把三级医院的医疗资源留给危重症病人。”小白楼街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戴辉介绍，针对辖区内老人等重点
人群占比高的特点，该中心本来由5个家庭医生团队负
责街内9个社区的工作，现在又加上一支中医团队，同时
将原有5个团队变为9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签约家
庭医生、一名护士和一名中医医生组成，对红标人群每
日健康监测，黄标人员定期监测，发现异常，及时入户巡
诊，给有需要的人群发放血氧仪……

与中心城区居民就医选择更多不同，乡镇居民到“大
医院”相对不便。为当好居民健康守门人，双桥河镇卫生

院制定“三强化”战略，挖掘乡医和村卫生室潜能。“强化重
点人群分级分类管理，成立巡回医疗队，与村卫生室和家医
团队结合进行入户巡诊，与津南医院形成3+N家医团队提供
入户服务。分级分类建立微信工作群，即时沟通，做好健康
监测和问询工作，对重症病例早发现、早干预、早转诊，避免
延误救治时机，降低病死率。强化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强化
村卫生室发热救治工作，配备充足四类药品，调配抗原检测
试剂和氧气袋，提供氧气租赁服务，让居民享受家门口的就
医便利。”该院院长杨学武告诉记者，一个月以来，先后有3名
重症患者经由家医团队发现，经转诊微信群沟通，顺利在津
南医院得到救治。

忙碌

“感染高峰最初几天，全院就剩下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
能上岗。挂号收费的工作人员，都是客串。我们将全部力量
都集中到了发热诊室。”杨学武所说的唯一一名能上岗的医
生叫臧顺元，上岗前一天还高烧38.7度。

这一次的挺身而出，是四天孤军奋战，日均门诊量在130
人左右。烧退了，咽痛、无力等症状可是没放过臧医生。不
停嘱咐病人要多喝水、注意休息，他却只能在中午不到一小
时的休息时间里喝口水、喘口气，嗓子因缺水成了“刀片嗓”。

新冠病毒感染情况有所缓解，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并没有
回落。
“除了常规随访，原来一周可能入户出诊一两次，主要是

插拔胃管、尿管等工作，而且都是预约的。现在基本每天都
要入户出诊，不一定都是预约的，居民提出需求，我们尽快安
排入户。现在咱们去的这家，就是家属联系我们，希望及时
给家里90多岁的爷爷入户输液。”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护士周燕敏对记者说。

从居民家中回到办公室，周燕敏马上投入到大肠癌问卷调
查等公共卫生服务的信息整理、上报工作。办公室里的电话响
个不停，都是居民打来咨询的。“这些天，办公室这三四部电话
就没停过。”耿婧说。另一位家庭医生杨慧说自己手机忙的时
候，一天得接20多个电话，有的还是晚上十点多打来的。

1月3日一上午，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楼的全科
门诊处总排着十来个人。队伍不长，但是一直不断。12时30
分接待完上午最后一个病人，王惠攻已经看了将近70个号，
这一上午，54岁的她没喝上一口水。
“现在人确实比上个月少。”转天在全科门诊出诊的刘娟

医生告诉记者，高峰时，每名出诊的全科医生日门诊量都在
100人以上，最高的达到160人。

虽然全科门诊患者大多是复诊取药的，但是保证患者用
药安全、符合医保用药规定，医生们责无旁贷。患者以老年
人居多，耳背、反应慢，医生们又戴着口罩和面屏，好多时候
不得不大声重复几遍话语。
“这位大夫讲得真细致。”听完刘娟耐心讲解自己手中的

两种药如何服用、有何禁忌后，一位大娘冲着她手动点赞。

价值

随着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重视程度提升，越来越多的高
年资、高学历人才充实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一
级医院，其中很多人都有在更高等级医院工作的经历。来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新挑战迎面而来。
“读中医儿科专业研究生时，实习阶段都是在三级医院，

对职业的预期肯定和现在不一样。”在小白楼街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39岁的王国达告诉记者，多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
医经历，让他对自己的职业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在社区医院，
能和病人发展成朋友甚至家人式的关系。中医是辨证论治，
从儿科变为全科，核心理念是不变的。往往开始给孩子看，后
来发展成给一家人看病，病人给予的信任，让我很欣慰。”

62岁的刘阿姨就是给予他信任的病人之一。“开始是家
里小孩子一直找王大夫看病，效果特别好。”刘阿姨发现除
了小朋友，还有成年人找他看病。有位陪着老伴儿来的大
爷，说老伴儿的胃病经王大夫诊治，症状越来越轻。她就推
荐常年受胃病困扰的妹妹找王大夫看病，效果同样令人满
意。如今她也定期请王大夫为自己解决因糖尿病造成的皮
肤瘙痒等问题。

津南区双桥河镇的居民们将对镇卫生院家庭医生团队的
信任，转化为对接种新冠疫苗工作的支持。该镇现阶段实现
60—79岁首针接种率96.85%，80岁以上91.27%。“居民们对家
庭医生的信任起到了重要作用，东泥沽村有村民说‘我们信柴
大夫’。”杨学武说。
“作为基层卫生院的医生，价值主要体现在准确判断病人

的病情，能在基层处理的在基层处理，需要转诊的，给出正确
的转诊路径，让病人少跑冤枉路，少花冤枉钱。”柴慈海说，治
病救人就是自己的价值。

身为居民健康守门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
他们给予辖区内的居民是长情的陪伴，是了解，是信任，用专
业知识、技能默默筑起我们身边的第一道健康防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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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杨

1月18日8：00，市人民医院B座13楼内分泌科，李静
波副主任医师和医护例行查房。
“血氧饱和度目前能达到80-90，情况比前几天有所好

转，咳喘、血糖、饮食也都有所改善。下一步还要加强抗炎、
平喘治疗，激素可以从静脉给药改成口服。”

这是一名耄耋之年的患者，本就有慢性支气管炎、糖尿
病等基础病，新冠病毒感染后一度因低血糖陷入昏迷。主
管医生介绍完当下的治疗情况，李静波提出了自己的治疗
意见。
“谢谢李主任，之前我都以为好不了……”看着面前的

医生，老人情绪有些激动，一句话还没说完眼泪就流了出
来。护士长侯文静赶紧安慰：“放心吧，您的情况已经好转
很多了，咱们一起加油，坚持就是胜利。”

李静波所在的医疗组负责20多张病床的患者，他们一个接
一个分析病情，研究治疗方案，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

虽然是内分泌科，但从2022年12月18日上午开始，这
里就转为收治新冠病毒感染患者，当天收治急诊转来的16
名患者，仅仅3天病房46张床位全部满员，经过紧急调整病
床增加到54张，至今已经收治132名患者。

带着高烧、疼痛，忍着“刀片嗓”“水泥鼻”，无法陪伴、照
顾同样生病的家人，内分泌科医护人员们从没有一句怨言。
因为大家知道，此时此刻没人不艰难，救治患者永远都是第
一位。经过全力以赴精心救治，至今已有70余名患者治愈
出院。

记者随后来到人民医院呼吸科病房，见到呼吸科医
护人员战斗在距离病毒最近的地方。“从‘防’转到‘治’，
医院无疑是主战场，而与新冠病毒最为对口的呼吸科更
是‘风暴’中心，疫情之下必须硬核坚守。呼吸科本科室
床位最高开到48张，后来又在妇产科、耳鼻咽喉科各加开
24张床位。”医务处处长唐琼介绍，“虽然医院加派了人
手，但面对如此多的患者，大家还是超负荷运行，每天忙
得像陀螺一样。”

呼吸科主任医师丁爱华说：“住院患者大都年龄偏
高、有基础性疾病，治疗护理难度都相对较大，但无论是
检查、评估还是抢救，只要能给患者一线希望，我们一定
会全力以赴。”

如今，呼吸科患者出院的节奏加快了，最艰难的时候已
经“顶”过去。看着一个个回家的患者，医护人员们欣慰地
说：“我们没有退缩的理由，能挽救患者的生命，所有的辛苦
都值了。”

记者了解到，新冠疫情初起，人民医院第一时间整合资
源和力量，将部分外科病区转换为内科病区，协调外科医生
支援内科，并优化就诊流程，分级分类收治患者。近一段时
间，该院一直处于高位运转，高峰期发热门诊、急诊日门诊
量达到1500人次，住院床位临时增加到2000张。该院还迅
速制定出院标准，与下级医院建立有序衔接，通畅转诊渠
道，为保障群众就医需求提供有效支撑。

只要有一线希望

一定会全力以赴
——市人民医院集中资源力量筑牢患者生命防线

（上接第3版）

三年抗疫斗争伟大实践雄辩证明，中国人民万众一
心、同甘共苦，必将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

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专家杜斌在ICU病房中紧张忙碌
着。这里的救治和护理工作，24小时不舍昼夜、365天全年无休。

2020年疫情暴发时，杜斌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
重症医学专家，1月18日即奔赴武汉一线指导危重症救
治。武汉战“疫”告捷后，他又马不停蹄地辗转全国多地指
导救治，再次回家已是387天之后。

争分夺秒的努力和付出，换来更多新生与希望。
三年来，14亿多中国人民在世纪疫情面前同呼吸、共

命运——
“天使白”“橄榄绿”“守护蓝”“志愿红”迅速集结，全国

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坚守在65万个城乡社区，数以百万

计的普通人投入志愿服务，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生死较量不
畏惧、千难万险不退缩，共同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书写下荡
气回肠的壮丽篇章。
“中华民族能够经历无数灾厄仍不断发展壮大，从来都不

是因为有救世主，而是因为在大灾大难前有千千万万个普通人
挺身而出、慷慨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温暖而坚定的话语，道出
了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的力量源泉。

今天，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
挑战。虽然疫情还未终结，但升腾的烟火气、熟悉的年味儿，已
经在神州大地氤氲开来，汇聚成迎接美好新生活的壮阔暖流。
“现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依然处在吃劲的时候，但曙

光就在前头，坚持就是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癸卯春节前夕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

的美好祝福，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人们坚信，只要14亿多中国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风

雨无阻向前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没有迈不过的坎，就必将
开辟更加美好、更加幸福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世纪战“疫”的中国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