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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朱院长，我们医院是全省首

批确认的省级定点医院，为了打赢这

场战疫，医院作出了哪些努力？

朱院长：一是建立了由19位核心

专家组成的救治专家组，为医学防控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院党委在

疫情一线建立了临时党支部，设立了

党员的先锋岗，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

二是积极做好设施、设备以及物资

的保障工作。疫情发生后，医院迅速启

动了专门的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紧急

采购了呼吸机等医疗救治设备，提前储

备了防护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为

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利的物质保障。

三是实现了发热病人筛查的全

覆盖。按照相关的要求，我们在院内

设置了两个预检分诊站和多个检测

点，层层把控，同时我们还抽调了由

19 人组成的专家会诊队伍，每天轮

班，24小时值守。

四是全面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按照五个“早”的要求，即“早发现、早

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在省

卫健委的指导和关心下，迅速开展相

关检测工作。

五 是 有 效 开 展 了 远 程 医 疗 工

作。我们医院作为省级重症救治的

医院，除了要承担皖南地区的重症救

治工作外，还承担了指导皖南地区 7

个市的疫情防控的指导工作。借助

省卫健委的提供的平台，搭建了与皖

南7个市35个市、县级定点医院远程

影像与远程会诊平台，帮助和指导定

点医院的影像诊断和病情的分析研

判，以及治疗方案的制定。

问：赵主任，疫情防控期间，在防

护物资极其缺乏的情况下，是如何做

好分配以保证医院的正常运转呢？

赵主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我们医疗物资的储备已经到了捉襟

见肘的地步，存量只够用 3～4 天，特

别是口罩和防护服。我们医务处想

了很多的办法，一边开源，一边节

流。因为物资比较紧缺，在分配上，

医疗物资先供应一线部门，如重症部

门、发热门诊和隔离病房。其他的急

诊和门诊，按照感染管理科的要求，

医疗物资只要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护

等级就可以了。

问：朱院长，国家卫健委对省级

定点救治医院肯定有特殊的要求，比

如要有专门的隔离区，要有达标的发

热门诊，我们医院如何在短时间内完

成这些要求的呢？

朱院长：第一方面要具备一定数

量的收治床位标准的隔离病房，我们

把一个整栋的病房腾空出来，全部用

于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第二方面要

求医院有一个符合感染控制的专门

的发热门诊。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

是在 2013 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日

常接诊量比较小，并且这个门诊距离

隔离病房也较远。针对这个情况，我

们立即采购了12个集装箱，放置在隔

离病房附近的空地上，作为发热门

诊。这个发热门诊设置了预检、分诊

站，成人、儿童诊区，以及有疫区接触

史和非疫区接触史诊区，同时还专门

设置了检验检查、影像检查以及药品

区。这些设置安排最大限度地降低

了院内感染的风险。通过这些努力，

我们医院达到了省级定点医院以及

基地救治医院的要求。

问：在这些医护人员中，有一位

在方舱医院带领患者跳广场舞的男

护士，朱院长，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故事吗？

朱院长：这位帅小伙是我们医院

重症医学科的一名 90 后护士。一直

以来，他很关注病人的心理健康，经

常从患者的角度来思考一些问题，对

病人做一些心理上的疏导。作为第

二批奔赴武汉的医护人员，在驰援武

汉期间，他发现很多病人对新冠肺炎

十分恐慌，很多病人处于一种焦虑、

紧张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影响病人治

疗的效果，所以他自己研制并编排出

一套标准的心理疏导教程。在病人

做完治疗以后，他又发动和鼓励一些

轻症病人，通过广场舞这种形式，适

当地做一些活动，可以帮助他们提高

自身的抵抗力。一开始这个舞蹈队

伍只有一两个人，之后越来越多的轻

症患者加入其中，也就出现了后来火

爆全国的视频。

形势严峻，
全院没有一个人掉队

蚌埠市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60 例，其中 155 人治愈出院。据悉，这

些确诊病例中，年龄跨度较大，最小的患

者2岁，最大的则是87岁，其中家庭积聚

性病例比较多，160例确诊病例中，涉及

到26个家庭。

有着皖北最好的医院之称的蚌医一

附院面临的疫情也很严峻。数据显示，

自 2020 年 1 月 21 日蚌医一附院收治新

冠肺炎以来，医院发热门诊先后共筛查

1914 名患者。隔离病房共收治住院患

者 129 例，其中解除隔离 23 例，转至外

院疑似或留观患者 6 例，确诊新冠肺炎

患者100例，有95例治愈出院。

据介绍，医院在第一时间内启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医院党委站在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按照上级疫情防控总体部署，快速做出

“三个决定”，迅速启动疫情防控救治工作。

1月24日，医院紧急通知全院职工，

取消春节休假，全部坚守岗位，迅速制定

了发热患者筛查及接诊流程，落实发热门

诊开诊，应急病房各种物资、药品及医护

人员配备等各项准备工作。

广大党员和职工积极请战发热门诊

和隔离病房，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没有硝

烟的战斗。“全院近 400 名员工，没有一

人掉队。”李光早称。

精准施治，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蚌医经验”

随着医院收治患者的不断增加，国

家及省卫健委分别指派专家来院指导危

重型、重型患者救治工作。医院成立了包

干制医护团队，针对危重型、重型患者，落

实“一人一方案，一人一团队”制度。每天

组织省级专家和院内专家开展病例讨论，

不断优化诊疗方案。

据悉，根据重症、危重症患者每日病

情变化，医院为每位患者配备一支由一线

医生、二线医生、三线医生、首席专家、护理

人员组成的诊疗团队，治疗团队中包含了

感染专业、呼吸与危重症专业、重症医学

专业、中医专业、护理等专业人员。

医院在按照相关诊疗规范，在常规

治疗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治疗手段，形

成了具有医院特色的“蚌医经验”。“树立

‘中西医并重’的治疗思路，发挥中医治

疗优势，科学地为患者制定中西医治疗

方案。同时医院综合运用各种治疗手

段 ，先 后 开 展 了 恢 复 期 血 浆 治 疗

（CPT）、人 工 肝 血 浆 置 换 、ECMO、

CRRT、ECMO 联合 CRRT 技术、托珠

单抗治疗、支气管镜检查联合肺泡灌洗

等技术，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给患者进行

支气管镜检查加肺泡灌洗这项手术，

“分泌物的喷溅，可能会造成医护人员

的感染 。”李光早介绍，对患者进行肺

泡灌洗是一项具有风险的手术项目，

但作为医护人员，也更加明白，这项手

术会对病人有多大的帮助，能挽救生

命。事实也证明，这位患者也因此次

手术成功而转危为安。

支援湖北背后，
家属异口同声说没困难

“在对支援湖北同事的家属慰问

中，问到家属有没有困难，8 个家庭异

口同声说，没有困难。这一点很让人

感动。”李光早说，不仅是支援湖北的

医护人员值得敬佩，他们的家属也一

样值得敬佩。

根据1月 26日安徽省卫健委关于

选派医务人员增援武汉的通知，全院护

理人员主动请缨，纷纷请战，“武汉的疫

情牵动着我们的心。”

短短时间内，经过医院严格筛选，

最终确定5位经验丰富的护理骨干，组

建医疗队于1月27日上午紧急驰援武

汉，奔赴抗击疫情一线。随后按照省卫

生健康委最新紧急通知，根据专业需

要，再次选派了康复医学科王丽、内分

泌科史菲菲、神经内科陈婷3位护理骨

干，组成第二批医疗队支援武汉。

支援武汉的两批医疗队员，临危

受命，以实际行动践行“有国才有家”

的家国情怀，展现出了医者仁心的奉

献精神，谱写了蚌医人大爱无畏、无怨

无悔的时代赞歌。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李光早：

面对疫情，
坚守！坚持！坚强！

皖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山医院）院长朱向明：

党员冲在前
90后护士火爆全国

回忆起医院战“疫”时的

点滴，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副院长李光早不禁眼眶

微红，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的关键时期，省卫健委在全省设立

了新冠肺炎重症、危重症患者集中

救治定点医院，蚌埠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被确定为定点医院之一。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全院医护职

工抗击疫情，共克时艰，用最坚定的

行动诠释了救死扶伤无私奉献的职

业信仰。 □ 记者 祁琳/文 周诚/图

皖南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是安徽省皖

南地区一所重量级的

医院，在这场抗击疫

情的战斗中，战“疫”

故事精彩连连。皖南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弋矶

山医院）院长朱向明和院

医务处主任赵军向记者

讲述了该院别样的抗疫

故事。

□王晓露/ 文 张倩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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