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23日

版式/林珊 5电话:(0591)87095576医讯集萃

□通讯员 陈雪彬
6 月 12日，“爱尔眼科近

视手术硕博专家见面会暨精
雕上市 6 周年科普活动福州
站”正式启动，特邀屈光硕博
专家面对面、近距离为戴镜一
族解密精雕近视手术。

每个人的角膜都具有其
独特性，形态和纹理都不尽
相同，称之为“角膜地形”。
精雕近视手术可以根据角膜
地形图的起伏数据进行修
整，从而使角膜表面保持光
滑平整，实现近视度数矫正、
减少散光残余，全面提升视
觉质量。

活动现场特别播放了近
视患者精雕手术从术前准备、
手术实施、术后感受的全过程
视频，将近视手术的神秘面纱
揭开，直观地展现在嘉宾眼前。

□本报记者 张鸿鹏
通讯员 曾婧琦 庄鲤雯

6 月 20 日，福医二院
援沪重症医疗队 50 名队
员结束休整，光荣凯旋，荣
耀归院。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在东海院区为
援沪队员举行凯旋欢迎
仪式。

据了解，福医二院援
沪重症医疗队，于 4 月 16

日闻令而动、迅速集结，归
编福建省第三批援沪医疗
队，由福医二院党委委员、
副院长刘惠民担任这批由
130 人组成的福建援沪医
疗队总领队，整建制接管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第四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15
张床位，于6月6日光荣完
成使命，结束医疗救治任
务，离沪返闽。

□本报记者 廖小勇
通 讯 员 张舒姗

6月20日上午，厦门援沪医疗队
二队80名队员结束14天隔离休整，
返回家中与家人团聚。

据悉，这80名队员来自厦门市8
家医疗机构，分别是厦门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厦门市中医院、厦门医学院附属第
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同

安院区（厦门市第三医院）、厦门大
学附属翔安医院、厦门市第五医院、
厦门弘爱医院。

在上海，他们深入上海周浦医
院、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上海市第
六人民医院临港院区，走进多个病
区及重症隔离病房，竭尽全力与时
间赛跑，与病毒较量。厦门二队也
成为整个上海抗疫期间唯一参与三
家定点医院重症救治的医疗队。

厦门80名援沪医疗队员回家团聚

厦门援沪二队队
员、厦大附属中山医院
急诊部 ICU 护师杨鑫
向女友、厦大附属中山
医院感染科护师殷兰
香 准 备 了“ 惊 喜 ”求
婚。分离65天，两人深
情相拥

□本报记者 张帅
6 月 1 日，福建省

政协原副主席、农工
党福建省委会原主委
陈绍军，福建省政协
常委、副秘书长、农工
党福建省委会专职副
主委杨琳一行就“居
家康养补短板”事项
开展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
参观了天元社区卫生
服务站和长庚综合门
诊部，实地考察了解门
诊、医护团队、药品配
备等，并在福建长庚健
康总部召开座谈会。

陈绍军对长庚健
康医护上门服务的模
式表示认可，并表示社
区养老一定要将服务
延伸到家庭，开展居家
上门养老服务。他指

出，要注重收集民情民意，努力提升
群众对居家上门养老服务的满意
度。要切切实实提升服务质量，更好
地推进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张帅
6月18日下午，

福建省医学会疼痛
学分会肌骨超声学
组成立大会在福州
举行，大会选举通过
由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江昊教
授担任肌骨超声学
组组长。

超声为何能治
多种疼痛？

江昊教授说：近
10 年来肌骨超声发
展迅猛，在现代疼痛
科，肌骨超声介入治
疗应用广泛，它是疼
痛科医生的“第三只
眼”，在实时介导微
创介入治疗和手术
中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

超声引导技术
适用人群众多，广泛
应用于各类慢性顽固性疼
痛的诊断与治疗，对于保守
治疗不理想的颈肩腰腿痛
患者、老年人的慢性腰背部
疼痛、肩膝足踝腕肘各关节
疼痛、带状疱疹神经痛、神
经病理性疼痛、癌性疼痛等
疾病的微创介入治疗，具备
术前精确诊断、术中精准介
导、术后及时评估等不可替
代的优势。

厦门推进“健厦工程”启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

□本报记者 刘伟芳
6月18日，福建省基层卫生协会

2022年度全省“优质服务基层行”基
层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正
式启动。

来自福州、莆田、平潭综合实验
区共百余位基层医疗机构相关人员
参与此次培训班。

张守臣会长表示，优质服务基层
行是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卫生

方针的重要举措。
此次培训班围绕优质服务基层

行政策解读，基本医疗服务、公共卫
生服务、护理管理院感与医废管理条
款解读，全省优质服务基层行工作进
展与创建要求等开展培训。

预计从2022年至2024年，省基层
卫生协会每年将举办3~4期这样的培训
班，将完成对全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领导及有关1800人进行培训。

福医二院援沪重症医疗队归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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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小勇
通 讯 员 高树灼

6 月 13 日下午，厦门市召
开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启动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厦门
将推进“健厦工程”——三师
（三级医院专科医师、社区家庭
医师和健康管理师）共管胸痛
防治一体化建设项目，在全国
率先开展心血管慢病前瞻性干
预研究，探索可复制的心血管
慢病管理“厦门经验”，助力我
国心血管病发病率、死亡率拐
点早日到来。

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的国
家卫健委卫生发展中心健康经
济部副主任万泉指出，厦门的

医疗卫生信息化水平较高，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市民健康信息
系统，探索出了“三师共管”分
级诊疗模式，将高血压和糖尿
病纳入慢病管理的病种，并且
取得不错的防治效果，“如果能
将更多的慢性疾病纳入‘三师
共管’范畴，将有助于更好推进
健康促进行动”。他说：“厦门
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牵头建
立的区域协同胸痛急救体系，
有完整的市民胸痛信息化数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
研究中心将以厦心为试点，探
索‘三师共管’与心血管专科
资源融合建设的创新心血管疾
病管理模式。”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突发急性
心梗的患者约 100 万人，死亡率超
过 30%。2016 年“加速推进中国胸
痛中心系统化建设 ”项目启动以
来，全国已有 2096 家医疗机构通过
胸痛中心认证，基本形成了全国胸
痛救治网络，明显缩短了急性胸痛
患者的院内救治时间，提升院内抢
救成功率。但是尚未有效缩短病
人从发病到急救，或从发病到入院
的时间，为进一步降低心梗患者的
死亡率，提高救治成功率，国家启
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

中国胸痛中心总部管小玉主任
表示，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是把乡镇卫

生院、乡镇中心医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等基层一级医疗机构，和当地二
级以上医院的胸痛中心进行联通，通
过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立体化的
胸痛救治单元建设，打通胸痛救治起
跑“第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减少
心梗患者发病后早期的救治延误。

据悉，厦门明确有条件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要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国
家胸痛救治单元注册，并全面启动全
市胸痛救治单元建设工作，在2023年
12月底前完成验收。会上还进行了
厦门市胸痛救治单元认证专家授聘
仪式，65位专家通过考核被聘为厦门
市胸痛救治单元认证专家。

厦门正式启动胸痛救治单元建设链接

同心抗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