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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鸿鹏
通讯员 张雄亮

一个个健康包，一次次入

户巡诊，一句句贴心问候……连

日来，泉州晋江苏塘社区村医夫

妇赖辉灿、李丽虹通过发放“健

康包”、“送医”上门等方式用心

用情做好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

作。

为 保 障 重 点 人 群 的 生 命

健康安全，连日来，晋江市各镇

街 积 极 组 织 ，向 65 周 岁 以 上 老

人 、困 难 群 体 以 及 有 基 础 性 疾

病 残 障 人 群 免 费 发 放“ 健 康

包”。通过网格化管理的方式，

打通基层重点人群救助最后一

公里。

敬告读者

春节放假期间，本报将于1月
26日休刊一期，第5期将于2月 2
日出版。祝广大读者新春快乐！

《福建卫生报》编辑部

□本报记者 陈坤
通讯员 庄仪 王寒清

福州市仓山区各镇卫生院、各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围绕辖区

居民新冠救治需求，落实分级分类

管理，不断扩容增能，创新形式，发

挥“关口前移”作用，提升基层医疗

救治能力。

忙完线下忙线上
不久前，家住仓山区下渡街道

的新手妈妈小青（化名）终于安心

了。她的孩子一周岁，烧一直没

退，想把退烧药换成小儿布洛芬肛

塞。小青在她的家庭医生——仓

山区下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张世炜医生的工作群里咨

询。

“发烧是免疫系统和病毒作斗

争的过程，没有必要一发烧就给

药。”张世炜在群里安慰小青。半

天后，小青孩子的烧就退了。

回复线上咨询，是下渡中心的

家 庭 医 生 们 近 期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张世炜说：“我们也从专业角

度在最短时间内给予解答，做好居

民健康的守护人。”

更紧迫的，仓山区迅速落实发

热门诊（诊室）建设，多个卫生院、

中心提前开诊。各中心还充分发

挥中医药优势，拟定协定中药饮片

治疗方，辨证使用，效果良好。

做好重点人群服务保障
在仓山区临江街道周边，多是

老小区，街道内有 2 万多人口，老

年人就有 4000多人。

为了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监测

和随访服务，仓山区的医生们采取

电话、微信、上门等多种方式，对红

标（重点随访）人员进行每周至少 3

次、黄标人群每周至少2次的随访。

让医护人员欣慰的是，系统中的

红标、黄标人员越来越少，基层医务

人员齐心协力，抵挡住了第一波感染

高峰。为了满足群众康复恢复期各

类需求，仓山区提供氧疗服务的基层

医疗机构有64家，还配备了血氧仪、

制氧仪、氧气罐、氧气袋等设备。

“流动义诊车”开进老人院
仓山区城中村流动人口多、人

员密集，全力构建留守老人、儿童、

孕妇、患基础性疾病人员等农村重

点人群的健康防线，成了现阶段的

重点工作之一。仓山区将“流动核

酸采样车”改造升级为“流动义诊

车”，开展“义诊进养老机构”活动，

针对养老院、福利院等重点机构，

留守老人、儿童、孕妇、患基础性疾

病人员等重点人群送医送药。

福州市仓山区夯实新冠救治网底

□本报记者 刘伟芳
通讯员 蔡沁妍 江苏闽
李朝阳 陈雯

1月10日清晨，天空下着濛濛细

雨，南平建阳区徐市镇宸前村的村医

吕金秀带着药箱冒雨踏上了日常随

访路程。今年90岁的高叶玉患有高

血压、结肠癌等基础疾病，且子女都

在外面务工，是独居老人，就医用药

都很不方便，是村里需要特殊关照的

重点人群。村医们基本上每天都来

看看老人的情况。

□本报记者 刘伟芳 通讯员 陈雯
南平市卫健系统关口前移、统

筹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救治能

力和水平，加快构筑基层保健康防

线：

全市 782 支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团队，开通 24 小时健康咨询热

线和微信服务群。

省级重症救治专家组组长、

省协和医院 ICU 主任翁钦永一行

8 人到南平市开展重症医疗救治

巡诊指导工作，同时指导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

发挥医共体制度优势，对全市

医疗资源进行科学统筹，建立对应

转诊关系，畅通双向转诊机制。

落实关口前移防重症，免费

发放防疫健康包。

为缓解新冠病毒感染轻症患

者及康复后或呼吸道疾病引起的

胸闷等不适症状，南平市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陆续提供氧疗服务。

制定包括预防和治疗功效的

中药协定处方，在各级医疗机构

推广使用，通过免费发放预防汤

剂“抗阳汤”，提前调配拟定的中

药协定处方等方式，筑起中医药

保护屏障。 □本报记者 林颖
通讯员 卢金珠

丁零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响起，刚刚入睡的莆田市第一医院

南日分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的

林医生挺身而起，一看，凌晨2：30。

打 电 话 的 是 南 日 岛 山 初 村 的

留守老人张奶奶，老人声音孱弱

地告诉林医生，自己“头痛，好难

受”。听了张奶奶的描述，林医生

顿时睡意全无，脑海中飞速闪过

平时存储的张奶奶的信息：83 岁，

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属重

点人群中的“红色”管理人群……

想到这，林医生马上拎起医药箱，

急忙赶往张奶奶家中。

这段时间，这种场景对南日岛的

家签医生来说如家常便饭。家签

团 队 还 走 进 辖 区 ，开 展“ 敲 门 行

动”。他们来到超过 80 岁的重点

老人家中，免费发放抗原试纸和退

烧药物，指导疫情和低温天的个人

防护。

□本报记者 张帅
通讯员 王彬彬 黄丙勇

车内可存 396 种中药，在车

上 直 接 完 成 配 药 过 程 ……1 月

10 日上午，古田县中医院引入的

宁德市首辆“移动智能中药房”

便民车开进了古田吉巷乡，为群

众提供方便。“移动智能中药房”

下乡直达村民“家门口”，为他们

提供“一人一方”的治疗策略。

南平织密农村防控网 莆田南日岛
家签团队筑牢“防护墙”

宁德“移动智能中药房”便民车开进村

上官丽清护士长为新冠阳性

的老年人开展电话随访，了解其病

情进展，并对其进行康复指导

发热门诊发热门诊（（诊室诊室））建设建设

建阳乡医
冒雨随访

泉州村医夫妇
当好“守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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