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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动态综合动态

本报讯本报讯（（通讯员刘通讯员刘喆喆））疫情防控期间，石景山区医管中心
6 名女将全力落实诊疗方案培训任务、“跨界”承担全区医疗
机构物资统计工作、还有盘点、督导……《北京市每日物资监
控情况汇总表》《石景山区医疗机构物资明细表》《石景山区
健康监测点物资使用明细》《重点物资使用及库存情况统计
表》，一张张表格，呈现的是从疫情开始至今，数据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而数据背后，是上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到普通
百姓，都极为关注的医用物资动态情况，只有她们如数家珍，
她们说“我们都是普通党员，疫情当前，保证完成好领导交办
的各项任务”。

近9000名医务人员参与的新冠肺炎治疗线上培训
对医务人员的培训，是做好新冠肺炎病例诊断和医疗救

治工作的重要基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
织专家在对前期医疗救治工作进行分析研判总结的基础上，
一共印发了七版关于新冠肺炎的诊疗方案，指导医疗机构对
新冠肺炎病例的诊断和医疗救治工作，这对常规传统的医疗
卫生继续教育工作提出新挑战。

为此，全区医疗卫生的继续教育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及
时调整方案，从疫情初起的医疗机构骨干线下培训，迅速转
为全区近9000名医务人员的全员线上培训，全面医疗卫生知
识常态化培训，转为短期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方案的专
项培训，每一版诊疗方案，在医疗机构中，做到在短时间内覆
盖全区医务工作者，百分百快速培训到位。

122473人次及时参加医院内部的扩大培训
医院内的每一个人，都是防控工作线上不可缺少的一员，

不只是医生、护士、管理者，医院内的保洁、保安、护工等岗位
的人员，都是疫情防控的参与者，都要掌握疫情防控的要
求。从疫情爆发初期至今，专家们对新冠病毒的研究也是循
序渐进，针对疫情的防控知识也是保持着实时更新。

医务人员可以通过网上继续教育培训，达到100%覆盖的
要求，其他人员受到硬件条件和文化水平不同的限制，仅通
过网上继续教育平台，无法达到100%培训全覆盖。在区卫生
健康委的组织下，各医疗机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结合不同
岗位的接受能力和任务需求，开展了机构内部分散培训，主
要是以手机 APP 学习+小范围专项培训的方式，从疫情开始
到现在，全区医疗机构累计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控和
诊治培训会4147场次，培训人次122473人次。

“跨界”担起医疗物资统计的重任
统计数据是科学决策的基础，疫情的防控物资是打赢疫

情防控“战役”的基础保障。疫情开始时，石景山区防疫工作
以分组合作的形式有序开展，区卫生健康委更是把医疗防疫
物资统计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区医管中心落实。虽然大家对
统计工作是零基础，但是在疫情当前，都表现出了无惧困难
的勇气和主动担当的品质。

她们中有人今年到了退休年龄，却在接到任务的时候主
动放弃大年三十的家庭团聚，坚持在单位进行物资数据统

计，她说“我马上就退休了，家的负担最小，不会干的我可以
学”，于是在她们的坚持下，从年三十的早晨 5 点一直忙碌到
初一凌晨1点，保证了年前最后一天的数据准确上报。

有了她们的报表，石景山区政府各部门积极行动，协助医
疗机构采买短缺的医疗防护物资，同时，区卫生健康委也在
困难时期，统筹各医疗机构间紧缺物资的调动支援，为物资
采买争取了宝贵时间。及时准确的报表在政府疫情防控的
科学决策和物资统筹合理使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底数清方向明才能确保“好钢”用在“刀刃”上
统计数据的客观、真实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保障，为了保证

每一张表格、每一个数据的真实准确，从基础表格有效性开
始严格把关。

“您好，你们医院上报的表格中口罩的使用量和今天的库
存情况不符合，麻烦你们再核对一下，你们辛苦啦”这是她们
电话中说得最多的话，由于涉及参与防控工作的医疗机构众
多，每一家机构的防护物资都要准确上传，在疫情初起没有
系统上报平台的时候，她们只能采用手工加减的方式进行统
计，你负责几家医院，我负责几家社区中心，她负责几家社区
卫生服务站，就这样分工协作确保了基础表格的真实准确。

有了基础表格后，她们采用双人交叉统计、横向竖向累
加验证的方式，差异较大的数据还要进行研究讨论。每日两
次，准时把近 60 家参与防控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30 余项物
资的使用情况及库存情况和需求数量，上报市区两级相关部
门。医疗机构的一张基础表，在她们这里按照不同部门使用
需求，整理成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报表，分送不同部门，有效
减轻了基层机构负担。

定期盘点、督导机构库存
在准确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她们还配合区纪委，定期到医

疗卫生机构进行物资使用和库存情况的督导，“特殊时期，防
控物资紧缺，请你们一定要把重要物资用到一线上，按照国
家防控指南节约使用，拜托你们了”，这是检查中说的最多的
话。在准确统计和定期督导中，石景山区医疗卫生机构的防
护物资，精准的用到了每一个防疫一线岗位，既保证了有效
防护，又达到节约使用的要求。

留存档案记录战“疫”中的艰辛
她们中一位退休返聘的工作人员，从疫情开始就克服年

长的父母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的家庭困难，放弃节假日，共同
参与疫情防控工作，虽然她不会使用系统平台报送数据，但
是认真的分类、分日、分时留存了每一张表格的档案，一张张
物资报表不仅是凝聚了她们的汗水，更是记录了医疗机构、
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共同抗疫支持一线医务人员的历史记
录。

医管中心的这些女将不是一线的医务人员，只是普通党
员干部中参与战役的一个缩影，正是千千万万这样低调的党
员干部的默默付出，为抗疫工作提供了支持。

走过严寒，已是春暖花开，期待这场战“疫”胜利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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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简讯————

●4 月 6 日，北京市疫情防控督导组来
到石景山区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进行督导
检查，区卫生健康委有关领导和我区驻隔
离点负责人陪同检查。

督导组首先对隔离点各项设置布局、
防控团队组成、目前隔离人员情况及隔离
点医疗队、安保、酒店工作人员工作流程进
行督导检查。并充分肯定了隔离点在防控
境外返京隔离人员中所做的工作。重点强
调医疗卫生方面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指出
医疗队对隔离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健康监测
管理、进出人员的体温监测、院感防控等工
作更是重中之重。随后现场对现住酒店隔
离人员进行电话采访，通过隔离人员的反
馈，他们对医疗队和酒店工作人员的服务
很满意，旅途奔波的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家
的感觉。

最后区卫生健康委领导叮嘱一线工作
人员，要保重身体，做好防护，合理安排轮
值时间，并指出，一定会对各个环节进行更
大力度地把控，落实落细防护要求，用好用
足现有政策，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

牛向鹏

面对无症状感染者，市民如何做好自身
防护？专家提示 3点：

1.无症状感染者具体是什么情况
由于新冠肺炎的最长潜伏期为 14 天，仅

凭一次检测阳性时的身体状态是不能归于
无症状感染者的。通过观察，一些核酸检测
阳性的无症状感染者会随着时间而陆续出
现发热、干咳、咽痛等症状，肺部也能观察到
影像改变。无症状感染者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确实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比如不发热、
不咳嗽等。二是症状轻微，没有引起自身足
够的注意并进行检查，如没测体温等，自认
为没有症状。（目前地坛医院收治的确诊病
例，以及报刊上发表的文献和相关数据显
示，90%的确诊病例有发烧症状，咳嗽是干
咳，无痰或少痰，其他表现是疲倦等，有些人
症状几日内消失。）

2.如何应对无症状感染者
北京市对无症状感染者做了比较充分的

准备，包括对所有密切接触者以及所有入境
人员进行健康筛查和隔离医学观察，对疑似
病例和确诊病例及时治疗，对无症状感染者
一经发现即纳入临床观察和治疗，出院后定
期随诊。无症状感染者出院标准按照确诊
病例，即连续两次间隔至少 24 小时进行核酸
检测为阴性。出院后两周复查，核酸检测结
果为阴性，才可结束隔离回家休息。

3.市民如何做好自身防护
首先，北京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对无症状

感染者防控工作非常重视，一旦发现无症状
感染者，均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
治疗的要求严格进行管控。

其次，要客观看待无症状感染者这一现
象，既不要过于恐慌，也不能麻痹大意，要严
格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最后，在境外疫情持续高发，北京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市民朋友
要继续坚持自身严格的防护措施。外出戴
口罩、无事不聚集、保持宽距离、注意手卫
生、居家常通风，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防护
措施。

（来源：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
六十七次新闻发布会）

———健康科普—健康科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