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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本报记者 邓剑云
入冬以来，全国多地

本土疫情零星散发和局部
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全
国中高风险地区明显增
多。据央视新闻报道，最
新数据显示，85.5%的感染
者来自农村。

农村地区作为当前疫
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春
节期间将面对大规模返乡
人群。

疫情防控是当前头等
大事，农村地区疫情防控
是重中之重，须要提升早
发现能力。

今年春节，乡村医生
将如何做好村民的健康守
门人？

镜头一：接诊“十关”

驱车颠簸在山路上，
后备箱里装着《新冠肺炎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村卫生
室接诊十须知》的宣传牌、
一米线等物料，以及各种
安装工具，不时发出叮叮
咣咣的声音。1月中下旬，
连续几天，汤美忠都在下
乡。他是宁德市周宁县的
一名乡村医生，也是咸村
中心卫生院一体化办公室
负责人，咸村镇22个村卫
生所中有 20 个纳入一体
化管理，他负责这些村所

的日常工作督导、电脑网
络维护管理、医保报销系
统管理、健康扶贫等。

最近他的主要任务是
做好防疫，包括到村卫生
所张贴防疫宣传牌，督导
村卫生室人员严格按
要求防控疫情、开
展诊疗，以及分
诊 ，特 别 是 发
热人员的申报
和转诊。

按照国家
卫健委下发的

《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下村卫
生室接诊十须知》，乡村
医生接诊时要做到：“一莫
大意、二熟程序、三勤通风、
四重防护、五量体温、六问
症状、七查旅居、八录信息、
九快报告、十严消毒。”

镜头二：返乡登记

1 月 28 日下午 2 点左
右，在宁德市周宁县芹村
村委设置的返乡人员登记
点，一位刚从上海（低风险
地区）返乡的村民主动报
到。乡村医生何芳忠为返
乡村民检测体温、查看健
康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村
干部负责登记。

何芳忠所在的村户籍
人口 1000 多人，平时外出

务工人员比
较多，春节返

乡 人 员 也 较
多。“最近返乡潮来临，

一下多了好多工作，除了
做好日常诊疗工作，要加
强卫生所的环境消杀、发
热病人转诊、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等工作，
同时配合村委做好返乡人
员的筛查与登记、每天上
报发热病人等。”他的话说
得很快，但没有焦躁。

镜头三：入户走访

十几天前，三明市大
田县的乡村医生就开始忙
碌起来。1 月 15 日，大田
县石牌下洋村卫生所乡村
医生魏起甲起了大早，当
天他要入户走访，和村委
工作人员配合排查村民的

去向。
“我们村一共 330 多

户，我负责排查的片区共
102户，走了整整3天。”魏
起甲说，入户还有一个任
务是，给村民讲解疫情防
控公告的内容，确保每个
人都了解防疫的注意事
项。

魏起甲告诉记者，经
历去年春节疫情的“突击
战”，乡村医生和村民的黏
性更增强了，“像去年我们
也常常入户宣传防疫知
识，村民们都有所了解。
今年倡议就地过年，他们
也比较配合，愿意告诉我
们家人的去向，帮我们劝
家人在工作地过年”。

镜头四：线上“追人”

在魏起甲的电脑上，

有一个“下洋村在省外人
员摸底表”，表格里记录
了下洋村 29 名在外省工
作的人员信息。他每天都
会打开表格，电话确认省
外务工的乡亲是否回乡过
年。截至 1 月 28 日，“待
定”的还有5位，魏起甲要
继续追踪他们的动向。

1 月份上旬开始，手
机对魏起甲来说，更多的
是工作的工具。采访多
次被来电打断，魏起甲总
是 很 客 气 地 对 记 者 说 ：

“不好意思，这个电话很
急，我先接一下。”而不论
晚上11点，还是清早五六
点，微信群里都有乡亲咨
询核酸检测、报告返乡动
向 ，魏 起 甲 一 有 空 就 回
复，也时常转发最新的防
疫公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从接诊的规范，到入户走
访，到追踪、登记返乡人员
的信息，以及宣传防疫知
识，乡村医生的工作很琐
碎、繁杂，但他们每一个环
节都做得扎扎实实。面对
今冬明春的防疫，他们很
自信地说：“已经积攒了一
整年防疫的经验了，不紧
张，稳稳地做好每一项工
作，就能守护好乡亲们的
健康，就能守住贴近村民
的第一关。”

■农村防疫
乡村医生，春节健康守门人

乡村医生，守住贴近村民的第一关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

《政策措施》指出，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
国中医药大会部署，遵循中医药
发展规律，认真总结中医药防治
新冠肺炎经验做法，破解存在的
问题，更好发挥中医药特色和比
较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
互补充、协调发展。

《政策措施》强调，要夯实中
医药人才基础，提高中医药教育
整体水平，坚持发展中医药师承
教育，加强中医药人才评价和激
励。要提高中药产业发展活力，
优化中药审评审批管理，完善中
药分类注册管理。要增强中医
药发展动力，保障落实政府投
入，多方增加社会投入，加强融
资渠道支持。要完善中西医结
合制度，创新中西医结合医疗模
式，健全中西医协同疫病防治机
制，完善西医学习中医制度，提
高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水平。
要实施中医药发展重大工程，实
施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加

强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加强
中医药科研平台建设，实施名医
堂、中医药产学研医政联合攻
关、道地中药材提升工程，建设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实
施中医药开放发展工程。要提
高中医药发展效益，完善中医药
服务价格政策，健全中医药医保
管理措施，合理开展中医非基本
服务。要营造中医药发展良好
环境，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
护，优化中医药科技管理，加强
中医药文化传播，提高中医药法
治化水平，加强对中医药工作的
组织领导。

（新华社）

中医药加快特色发展 2020 年，“中国好医生、中国好
护士”推荐评议活动，共发布 1 月、
9—12月51位月度人物，并集中发布
了2—8月300位抗疫特别人物。

福建3人入选月度人物，6人入
选抗疫特别人物，他们分别是——

月度人物
胡 颖 福州第一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叶 玲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

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罗信昌 福建省三明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与卫生监测科
科长

抗疫特别人物
康德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主任医师
谢宝松 福建省立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
李 东 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免疫规划所主管技师
谢宝缘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副主任护师
尹震宇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副院长、主任医师
林 璇 福建省立医院、省立

金山医院感染管理部主任、副主任
医师 （委宣传处）

国家卫健委网站2月5日发布关于国家卫生健
康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选拔结果公示的通知，对拟
当选的101名人选基本情况进行公示。

我省5位专家榜上有名。（名单详见国家卫健委网站）

2020年“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

福建9人入选

国家卫健委公示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我省5专家入选

患者满意度高
我省多家医院、科室、个人获国家通报表扬

2日，国家卫健委公布了2018—2020年
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福建多个医院、科
室、个人受表扬。（名单详见国家卫健委网站）

总结防治新冠肺炎经验做法，破解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