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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叮……”清晨 7 时，陆赋

生的手机又响了。

他依次打开“每日阳间”等7

个微信群，里面弹出近百条来自

新冠阳性患者的新信息：“我发

烧了，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喉咙疼得就像吞刀片，有没有

缓解的办法”……群里，大家发

布讨论着自己的症状,咨询应对

的方法。

两周前，陆赋生开始组建新

冠阳性患者健康指导咨询微信

群，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服务。一时间，答疑群像滚雪球

似扩大，已从一个群扩展成 7 个

群，总人数近千人。

“只想给大家一些引导缓解

焦虑”

陆赋生是杭州市儿童医院

健康事业发展部主任、世界温州

人 联 谊 总 会 医 疗 分 会 副 秘 书

长。毕业于温州医科大学的他，

曾在温医大附二院工作了 20 多

年。

在前不久一次企业考察会

上，陆赋生碰到了温州市青委

会、新生代会长张鹏飞，两人一

拍即合，决定联合多名专家一起

建立微信群，为企业员工提供健

康指导。

说干就干！陆赋生找到了

树兰（杭州）医院副院长、感染病

学博士、主任医生汤灵玲等专家

助阵，第一个新冠阳性患者健康

指导咨询群组建完成，群成员20

人。

之后更多的企业找了过来，

20、200、500、800，群成员像滚雪

球一样越来越多。昨天，健康咨

询群又增加了两个，达到7个，总

人数已近1000人，这个规模是陆

赋生事先完全没想到的。

“阳了别焦虑，一般7天左右

能转阴”“发烧了别慌，采取物理

降温，如超 38.5℃可服用布洛芬

降温”“喉咙疼，可多吃番茄缓解

症状”……

每天，陆赋生和专家们都会

利用碎片化时间，在群中为患者

答疑解惑。他说得最多的就是，

轻症基本不用去医院，去了反倒

可能发生交叉感染，还会产生医

疗挤兑。

“确诊后我没有去过医院”

“报告！陆主任，我今天转

阴了，谢谢你的耐心指导。”微信

群里，董女士发来报喜信息。

陆赋生会心一笑，这已经是

在他指导下转阴的第200个患者

了。

12月9日，董女士在“每日阳

间”微信群发信息求助：“我阳

了，怎么办？”

“先居家隔离，每天上下午监

测两次体温以及是否有鼻塞、流

涕、结膜炎、肌痛、咽痛、发热、干

咳、乏力、腹泻、嗅觉或味觉异常

等症状。”陆赋生叮嘱道，“有情况

随时群里说。多喝水，多休息！”

12月10日，董女士开始出现

症状。鼻塞、流鼻涕、肌肉酸痛、

咳 嗽 、浑 身 没 劲 儿 ，发 烧 到

38.9℃。

在陆赋生和专家的指导下，

董女士服用了布洛芬，然后大量

喝水，并采用温水擦拭物理降

温。第二天一早起床，她发现自

己已经退烧了，状态明显好转。

直到第七天，董女士用抗原测试

已经转阴，其间没有去过医院。

与董女士不同，林先生一开

始便出现了喉咙就像“吞刀片”

般的疼痛，他在群里发出求助。

陆赋生建议他多吃番茄拌糖，对

喉咙剧痛有缓解作用。

2 天后，林先生在群里发布

消息：“群内医生专家，你们推荐

的番茄治疗咽痛太棒了，我现在

喉咙好多了。”

不仅如此，微信群里还会有

很多已经康复的患者去分享自

己的经验，鼓励大家同心协力，

战胜病毒。

“轻症居家不需要过多用

药”

在群里，有 1/3 的患者已经

成功转阴。陆赋生和团队的专

家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他

说，轻症居家隔离，不用过多用

药。另外，乐观是第一要素。整

体治疗方案和感冒是类似，只是

症状略有不同且时间跨度不同，

一般为七天，过了 7 天就康复

了。所以一定要积极面对，不消

极，该吃吃、该喝喝。

“退热是治疗的核心。”陆赋

生说，只有让身体保持在一定人

体相对舒适度，康复的速度才会

更快，也更不容易走向重症的极

端（退热，包括药物布洛芬、泰诺

等，包括物理降温）。还要注意

多喝水。喝水排毒，在本次过程

中是大量人员使用的办法，建议

每天不少于5L烫的热水（也可煮

老白茶）。如出现喉咙痛可服用

连花清瘟等清热降火的药物，也

可以使用西红柿蒸半熟或放糖

凉拌（每天6-8个大的西红柿）。

咳嗽可采用萝卜丝拌蜂蜜（腌制

1小时）、可橙子皮或炖梨汤或瓯

柑。

需要注意的是，其间饮食要

选择易消化的，包括一些蛋白质

含量高的食品，如鸡蛋，新鲜蔬

菜，猪肉等。

另外，陪同居家人员，建议

每天用盐水漱口及洗鼻子，喝柠

檬蜂蜜水或姜水及 VC 泡腾片，

增强免疫力。除碗筷消毒以外，

卫浴消毒也要注意；居家患者房

间不能开启空调。

（原载《温州日报》）

“阳”了，请别慌

温医大校友组建健康指导微信群

帮助近千人走上“阳康”之路

核酸采样、疫苗接种、诊疗发热人群、线上线

下指导，这段时间，新冠疫情防控重点从“防传染”

进一步转到“保健康、防重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变得更忙了。

在12月18日上海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培

训会上，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

宏表示，接下来，社区层面的基层医生将面临99%

以上的新冠防疫压力。

作为疫情防控的“前哨站”，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敏感捕捉到群众需求，并探寻解决办法——

12月19日，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开出“发热门诊”移动诊疗车，在各社区

巡回接诊，减少居民来回奔波的时间和交叉感染

的风险；当日，萧山新塘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也把一

处核酸采样小屋升级为“健康诊疗站”，提供健康

咨询和购药服务。

面临即将到来的浙江第一波疫情高峰，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如何筑牢基层首诊的第一道防线？

在这轮防疫实战中，他们面临哪些难点？群众满

意吗？记者在全省部分区域进行采访。

接诊量激增忙得过来吗

19日早上8时，记者来到杭州市拱墅区文晖

街道卫生服务中心门口，核酸采样点前已经排起

了长长的队伍。

目前，杭州多家医院不再开展社会面核酸采

样。在这种情况下，该中心的核酸采样点也在及

时调整：除了常态化核酸检测外，也为红黄码和混

管阳性的市民提供单管检测，开放时间为每天 8

时至11时。中心副主任朱秋静表示：“尽管每天

都会适当延长采样时间，但还是无法完全满足需

求。”

该中心的发热诊室更加忙碌。近一周以来，

每天接诊量均在70人左右。特别是近几天的就

诊患者中，阳性患者已达到80%左右。“不过都是

症状较轻的患者，医护人员会告知他们进行居家

隔离，并通知所在社区纳入管控。”朱秋静说，来这

里就诊的人每天都在增加，我们也从“一医一护”

的人员配备上调至“一医两护”。发热诊室里配了

心电监护氧饱和仪等设备，以备急救使用。接下

来，发热诊室还将根据人流量优化流程、继续扩

容，从1间扩充至3间，以满足一天150至200人次

的接诊量。

城市如此，乡镇卫生院的情况又怎样？在德

清县禹越镇卫生院，副院长胡凯已经从前一天的

下午4时半值班到当天早上8时。他说：“一晚上

看了40多号。”为尽可能满足患者需求，减少排队

逗留时间，卫生院发热诊室实行“两班倒”，每班一

名医生、一名护士，还增配了志愿者，在现场进行

疏导，替患者挂号、取药、送药。

记者走访发现，此前由于基层医疗机构不设

发热门诊，新冠治疗都是在定点医院开展，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只需要将核酸可疑人员暂时安排在发

热诊室等待救护车来转运，或完成核酸检测、疫苗

接种等。但这一次，更多新冠病人集中在社区诊

治，工作量激增。随着发热患者数量迅速上升，我

省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热诊室开始24小

时开放，平均每天接诊70人至80人已是常态。他

们或将承受更大的考验。

群众就近就诊方便吗

在湖州市南太湖新区杨家埠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主任陆琴琴明显感到，这几天来接种新

冠疫苗的居民，较之前有所增加。仅19日上午两

个小时内，就有36位居民前来接种，大部分是老

年人。

“目前，我们的疫苗储备很充足，市民可以现

到现打。”陆琴琴表示，除了提醒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的人群尽快完成接种，重点是推进老年人新冠

疫苗接种工作。考虑到老人行动不便等情况，还

推出了上门接种等服务。

“平时做核酸、打疫苗都来这里，离家近，服务

也很好。”现场，患者李大军告诉记者，他察觉自己

体温有点高，马上赶来看诊。在预检分诊处测量

体温有38.2℃，护士帮忙挂了号，引导进入发热诊

室。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就看上医生了。“比我预计

的快很多。”李大军说。

近两年，疫情所带来的医疗需求，包括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疫苗接种等，加快了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优化基础设施与资源配置的步伐，也加

深了大家对基层医护人员的信任。

信任是逐步累积的。2021年1月12日，省卫

生健康委就下发了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传染性

疾病监测哨点建设管理的文件，要求各医共体统

筹调配医疗卫生资源，指导基层分院发热门诊、发

热诊室（传染性疾病专用诊室）建设和工作开展，

加强基层医务人员业务培训。

目前，全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已建成发热诊室1272个，覆盖率达90%，基本实现

建制乡镇（街道）全覆盖。

采访中，湖州市卫健委医政处处长王丽红还

告诉记者，为确保群众应诊尽诊、应治尽治，湖州

已对全市 2000 多名基层医护人员进行了在线培

训，并建成“4+N”的发热门诊诊疗网络。希望通

过提升基层的诊疗能力和水平，来缓解此轮疫情

高峰的冲击。

高峰将至未雨绸缪了吗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局面会更加严峻，许多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工作者在采访时说出了担

忧：“目前还能维持运转，但如果出现发热患者急

剧增加，医护人员相继‘中招’，人员很有可能周转

不过来。”

实际上，当前基层医生的工作量已超负荷。

采访当天，在金华市婺城区三江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叶剑美直到中午11时40分

才喝上一口水。还没来得及吃饭，她就打开手机，

逐个回复“家庭医生”群内的消息，大多是咨询咳

嗽发烧的。她是辖区内近 3000 位居民的家庭医

生，光微信群就有20多个。“现在很多患者怕来医

院，前期卫生院也给居民发了通知，如果出现不适

症状，可先联系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她说。

此外，药品缺乏也成为一大难题。比如，部分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儿童退烧药美林目前已经断

货，其他药都是拆散了减量配。

为应对接下来的就诊高峰，我省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比如，扩充发热诊室，

从其他科室或下属社区卫生服务站抽调医生，紧

急调剂相关药品等。

对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这场防疫硬仗，

或许才刚刚开始。 （原载《浙江日报》）

“前哨”的压力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何守住第一道防线

12月19日上午，在位于宁波市海曙区高桥镇

杨家路的便捷发热医疗站点，居民依次排队问诊。

从问诊到开具处方、完成配药，整个过程大约五六

分钟左右。

这个便捷发热医疗站由核酸检测点改造而

来。当天，海曙区在集士港镇、高桥镇、洞桥镇、段

塘街道等地布局便捷发热医疗小站，方便市民就

诊。海曙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应对发热病

人不断增加的问题，保障患者就医需求，海曙将辖

区内闲置的核酸采样点改造成便捷“发热诊室”，为

居民提供挂号、诊疗、交费、配药“一站式”就医服

务。

“发热诊室均按照标准与要求建设，配有新风

系统和紫外线消毒，通风良好。诊室还配备了一定

数量的药品，并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动态调配。”海

曙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原载《浙江日报》）

海曙闲置采样点成发热诊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