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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丽姣

高烧下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重，
但仍坚持在病房奔波忙碌；每天只能
睡五六个小时，24 小时手机不离身；
从黄昏忙到天亮，120 急救车一次次
穿梭在城市的街道……

连日来，疫情叠加冬季呼吸疾
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高发因素，医院
急诊、呼吸门诊就诊人数骤增，需要
重症监护治疗的患者数量持续攀升，
莘县医院急诊、发热门诊、重症医学
科等科室的医护人员坚持在岗、日夜
奋战，从未有过半分退缩。为应对感
染高峰之后可能出现的重症高峰，莘

县科学统筹资源，筑牢基础诊疗、重
点救治、医药保障三道防线，尽最大
努力满足新冠病毒感染高峰期群众
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莘县建立发热门诊、发热诊室30
处，扩容改造镇卫生院发热诊室 29
处，新增社区便民发热门诊3处，改造
方舱隔离点发热门诊1处，改造大巴
车移动发热门诊2处，改造核酸采样
点“一点两用”发热门诊5处，再拓展
诊疗点19个，759处村卫生室、60多家
诊所承担起农村、社区发热门诊功
能，实现县乡村三级发热门诊全覆
盖，引导轻症患者就近诊治、购药和
基层首诊，指导筛查出的重症患者及

时有序定向转至二级以上医院，确保
“小病不出村”和有序就医。

莘县开放床位3779张，县级医院
开放床位 2198 张，建设重症床位 65
张，匹配180名医生、护士等专业重症
医护人员，配备呼吸机100多台、心电
监护仪400多台，人工心肺机、高流吸
氧仪等设备 200 多台；规划布局急救
站点、救护车辆，配备49辆救护车、6
辆负压救护车，医疗急救电话接听率
维持 100%；返聘 23 名离退休医务人
员，实行医护人员全员在岗，规范设
置备用诊疗区域，尽最大努力满足重
症救治需求。

紧急调拨40多万片布洛芬，5万

余盒对乙酰氨基酚、连花清瘟胶囊，1
万多支抗原检测试剂……莘县加强感
冒发热类药物、抗原等物资储备，及时
分配到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专
家推出中医饮片、中药汤剂、中成药、
防疫香囊等系列防治中医药产品等20
多种，开展“大锅汤”熬制配送服务3万
多人次，满足了群众的用药需求。

“我们将抢抓感染高峰后可能会
出现的重症高峰窗口期，加紧扩充医
疗资源，加强人员配备，强化分类分
级诊疗，全力以赴保健康、防重症、抓
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全县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莘县卫生健
康局局长徐振涛说。

抢抓窗口期 打好主动仗
——莘县全力提升基层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能力

■ 梁丽姣

“窦医生一点架子都没有，就跟
自己的孩子一样上心，这些年多亏了
他。”1月10日，家住东昌府区广平镇
的杨秀菊（化名）感激地说。杨秀菊
口中的窦医生，是东昌府区广平中心
卫生院医务科主任窦玉晓，毕业后他
就来到广平中心卫生院工作，已经扎
根基层14载。

62 岁的杨秀菊几年前患脑血管
疾病，只能依靠胃管进食。前几天，
杨秀菊的子女发现老人的胃管堵塞，
便联系窦玉晓更换胃管。1 月 10 日
上午，窦玉晓将药箱装上车，轻车熟
路地来到杨秀菊家中。这个地方，他
每隔半个多月就会来一次。

换完胃管，窦玉晓并没有起身离

开，又拿出了血压计、血糖仪，帮老人
检查身体。确保老人身体无异常后，
他陪老人聊了片刻，才起身告别，赶
往下一户患者家中。拐了几个弯之
后，窦玉晓将车停在了一个装有红色
大门的农户门口。“这个家里住的是
李大爷，因为脑血管疾病卧床 2 年
了，隔一段时间就得维护一次尿管。”
对于患者的情况，窦玉晓了如指掌。

在农村，因病导致行动不便的患
者并不少见。“患者来医院不方便，我
多去一趟，他们就少折腾一次。”窦玉
晓说。这个温暖的举动，他坚持了 7
年。起初，他把行动不便、需要长期
管护的患者情况详细记录在笔记本
上，到了管护日期，他就赶往患者家
中进行医疗服务，对患者的要求他也
总是有求必应。他的同事在他的带

动下，也加入了上门服务的队伍，年
服务患者百余人次。

医者仁心，这个词在窦玉晓的身
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医生，
窦玉晓在工作中认真负责、爱岗敬
业，视病人如亲人，时刻不忘为患者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全心全意守护
每一位患者的健康。一封封感谢信、
一面面锦旗是他医者仁心的最好证
明。

正是窦玉晓精湛的医术和细心
负责的态度，让他和患者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这些患者的亲戚、朋友只要
有健康问题都会首先来找他，因为他
是群众最信得过的好医生。“对于我
们医生来说，只是做了自己的分内
事，希望能给患者带来一点帮助。”窦
玉晓告诉记者。

临近年关，窦玉晓组织卫生院的
几位年轻党员，提着生活、学习用品
来到一户人家。8 年前，这户人家的
男主人罹患胃癌去世，留下3个年幼
的孩子，孩子的母亲艰难担负着整个
家庭的重担。

顶梁柱倒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举
步维艰，窦玉晓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于是，他自发组织有意愿的青年
党员，无偿帮助这个家庭。“这家人不
容易，我们的力量有限，能帮点就帮
点。”窦玉晓说。

十年如一日，窦玉晓始终扎根基
层，坚守在临床工作第一线，他用爱
心、细心、耐心、责任心，全身心地投
入到治病救人的工作中，尽心尽力履
行着白衣天使的神圣职责。

“他是我们最信得过的医生”

本报讯（侯莎莎）1月4日下午，
东阿县姜楼镇卫生院副院长张培俊带
队到辖区内各村卫生室开展医疗安全
巡察工作。此次巡察重点围绕环境卫
生、医疗质量、安全生产等内容，全面
排查安全隐患，强化医务人员安全责
任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然。

巡察组一行通过实地察看、查阅
登记资料等方式，对各村卫生室进行
督导，对制度执行、患者就诊、重要设
备使用、物品消毒、药品储备等情况进

行全面、深入、系统的检查。对检查过
程中发现的各类隐患和问题，现场提
出整改意见，限时整改到位。

围绕确保医疗质量与安全，巡察
组要求各村卫生室绷紧安全弦，提高
医疗安全责任意识，紧盯薄弱环节重
点点位，强化隐患排查问题整治，做深、
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及时排除医疗安
全隐患。此次巡察进一步增强了辖区
乡村医生的责任心，明确了工作目标，
为村卫生室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姜楼镇卫生院

开展医疗安全巡察

■ 侯莎莎 李鲲鹏

每天床位收满、50多名住院患者
刷新最高纪录……近期，新冠病毒感
染患者骤增，对东阿县鱼山镇卫生院
提出新挑战。该卫生院全体医护人
员坚守工作岗位，满负荷运转，确保
急需治疗的患者第一时间就医。

“医生我头疼”“医生，我浑身没
有力气”“医生，我为什么总是高烧不
退”、“医生，快来看看孩子”……百病
求医，唯有全力救治，方不失医者本
色。“前段时间，院里医务人员相继出
现发热、咽痛、咳嗽、全身酸痛的症
状。虽然人手紧张，但是医疗工作不
能停摆，不管发热咳嗽多难受，不管
家里有多大困难，科室人员症状稍有
缓解，就主动要求返岗。”卫生院副院
长王大杰用略带沙哑的声音说。

卫生院里，坐诊医生全副武装，
佩戴 N95 口罩、防护衣等，由于穿脱
烦琐，经常数小时无法喝上一口水。
轻伤不下火线，成为医护人员的共同
选择。因过度劳累、不规律作息，护
士长高燕在病房为患者输液时，差点
晕倒。经过片刻休息，她再次穿梭于
病房的人流中。王大杰高烧39.2℃，
全身疼痛，但他坚持到岗加班，关注
各科室工作与患者情况，及时协调安
排，保障科室正常运转。

“在第一波新冠病毒感染高峰的
冲击下，我院全体医护人员不折不扣
落实各项任务，以集体的力量牢牢守
住抗击疫情的最后一道防线，白衣执
甲，负重前行，充分彰显了医务人员
在疫情防控中的责任与担当。”鱼山
镇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长方大光
说。

白衣执甲，守卫生命防线
——鱼山镇卫生院医务人员群像素描

本报讯 （记者 夏旭光）“《聊城市现代水
网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于 2022 年 12 月
14 日正式印发实施，市水利局将坚持目标化推
进、坚持项目化实施、坚持特色化打造，加快推
进《规划》实施。”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市水利局发展规划科科长李新明介绍
了市水利局将加快推动落实《规划》相关情况。

坚持目标化推进。我市对照以水定城、以
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四水四定”要求，
紧紧围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项目安排，
启动《聊城市现代水网建设 2022—2025 年行动
计划》编制工作，对重点建设任务作出进一步明
确安排，特别是抓住国家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
措施的落实，按照国家、省的投资方向，制定项
目库、路线图、时间表。

坚持项目化实施。落实现代水网规划，关
键是把重点项目实施好。我市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以规划为引领，持续抓好项目谋划，
推动更多水利项目在我市落地，把项目一个个
谋划好、落地好。重点做好位山灌区、彭楼灌区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漳卫河、徒骇河、马颊
河、金堤河等大型河道和 200—3000 平方公里的
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农村饮水提升改造工程，串
珠成链，由链到网，由网到面，加快建成现代水
网体系，不断提升我市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
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为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
障。

坚持特色化打造。构建现代水网体系，要
突出聊城“水”的特色，展现“江北水城·运河古
都”城市魅力，我市以水为脉进行水网提升，转
化生态价值，融合自然空间，提升城市建设内涵
与建设品质，实现人水和谐，提高人民群众幸福
感。立足全市水系布局，以主城区、运河、黄河等为重点，构建以“一心两廊、五
横六纵、河网互联、库塘相间”现代水网格局，主城区在满足防洪排涝的基础
上，重点强化水系的景观、生态、文化功能，突出展示“自然、亲水、文化”的理
念，将城市河湖建设成为生态的河流、亲水的空间、文化的纽带，构建北方水网
城市典范，彰显水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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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1月9日，
东昌府会康中医诊所法定代表人崔烨
来到东昌府区政务服务大厅，办理诊
所执业登记业务，工作人员立即为其
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帮办服务，帮助
企业进行诊所备案申请。不到20分钟
时间，崔女士就拿到了该诊所备案凭
证。

“现在开办诊所实在是太方便了，
没想到当场就拿到了诊所备案凭证，
直接就可以营业了，真是省时省心又
高效，为我们东昌府区的审批效率点
赞！”崔烨由衷感叹道。这是东昌府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完成的聊城市首例诊

所执业登记许可改为备案业务，也是
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深化“证照
分离”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标志着东
昌府区全面开启诊所执业备案新模
式。

以往，申请人申请诊所开办业务，
需填写申报执业登记注册书、设置医
疗机构批准书等8个材料，办理流程需
要受理、材料审查、现场勘验、审批、发
证5个环节，诊所执业许可的法定办结
时限为45个工作日，一般需要10天才
能拿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审批流
程烦琐、耗时较长。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卫健委、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诊所备案
管理暂行办法》及《诊所基本标准
（2022 年版）》。《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
法》明确，单位或者个人设置的诊所在
取得诊所备案凭证后即可开展执业活
动，进一步简化诊所设立程序，并强化
诊所执业管理。至此，我国对所有诊
所的管理从审批制全面转入备案制。

自1月9日起，东昌府区在全市首
推诊所备案制改革，申请人只需满足

《诊所基本标准（2022 年版）》，签订诊
所备案信息表，材料齐全且符合备案
要求，无需进行现场勘验，便能当场发
放诊所备案凭证，由原来的10个工作

日办结变为“即办件”，节约企业群众
办事时间达65%以上，进一步提升了东
昌府区企业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
感，此项改革将为全区265家诊所带来
政策红利。

东昌府区将持续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坚持创新引领，打通服务堵点，
真正做到为行政审批做减法，为政务
服务做加法，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
展活力，提升企业市场话语权、竞争
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创新要素落
户东昌府区，不断促进社会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东昌府区在全市首推诊所执业备案模式

1月11日，在开发区乖宝宠物食品集团车间，工作人员在查看宠物食品生产线生产流程。目前，乖宝宠物食品生产线开足马力，一批批宠物食品被封装入袋，准备
发往全球各地。乖宝宠物食品凭借在内外贸方面的突出表现成功入选全省重点培育贸易双循环试点企业名单，成为聊城市入选该名单的7家企业之一。 ■ 葛思逸

本报讯（通讯员 张敏）“田间管
理一定要抓住合适的时机，做好肥水
管理……”近日，阳谷县农业农村局农
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党委书记李永亮
在高素质农民培训会上说。阳谷县农
业农村局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结
合该县实际，严格制定培训方案，充分
利用涉农统筹整合资金，扎实开展高
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高素质农民培训分为集中培训、
技能培训和跟踪服务三个阶段，以号
召“保护耕地恢复地力”为主线，从“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入手，聘
请聊城大学老师、聊城农业农村局高

级农艺师专家进行讲课。学员通过集
中学习小麦田间管理、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技术、电子商务、高标准农田建
设、贷款政策解读等课程，进一步提高
了专业技术水平。

阳谷县高质量完成高素质农民培
育工作任务，2022 年共培育高素质农
民 539 人，超额完成 11%。同时，阳谷
县把支部建在班上，有机结合党建和
培训2项工作，真正实现“以党建促培
训，以培训强党建”，将党组织的政治
优势转化为培训工作的发展优势，确
保培训工作稳步推进，为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了人才支撑。

阳谷扎实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
2022年共培育高素质农民53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