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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赵晓翔 李洛
锋）当前，随着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数
的快速增长，洛南县强化县镇村三级联
动，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加快发热
门诊及定点医院建设，增加药品物资储
备，强化医疗救治人员管理，加强新冠
疫苗接种，全面保障群众新冠病毒感染
疫情防治。

洛南县强化三级联动管理，采取县
包镇、镇包村、村包组三级联动管理，从
县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抽调 32
名医护人员，成立东、西、北三个片区 16
个镇卫生院便民救治组，开展坐诊、巡
诊、查房、急危重救治培训、会诊指导等
工作。16 个镇办卫生院抽调 124 名医护
人员，组建医疗救治巡诊组，覆盖全县
247 个村，每名执业医师包 2 至 3 个村，
与村卫生室村医互联互通，确保群众有
病及时到位诊疗。各村村医实行包组责
任制，对重点人群进行问诊、巡诊、指导
服药和健康监测等，将所有包镇和包村

医 师 信 息 对 外 公 示 ，方 便 群 众 咨 询 就
医。为方便群众就诊，三个县级医院开
设了网络问诊平台，开通了病毒性感冒
专病咨询热线。同时，通过媒体平台及
时发布和大力宣传感染后防护救治知识
和购药等相关信息，引导居民树立科学
应对信心和方法。

县上强化重点人群健康管理，对全
县重点人群进行摸排，把重点人群、次重
点人群作为重点监测对象，建立村干部、
党员、县镇医生、村医四级包抓责任制，
采取网格化管理服务模式，按照红色、黄
色、绿色服务要求给予健康指导、诊疗、
转诊等服务。全县共调查 65 岁及以上
老年人 49821 人，其中根据健康状况分
类重点人群（红色标识）7518 人、次重点
人群（黄色标识）8946 人、一般人群（绿
色标识）33357 人。不断加强养老院、福
利院、学校等特殊机构管理，同时，采取
日通报、红绿统计标注的形式推进新冠
疫苗接种。

同时，加快发热门诊及定点医院建
设，全县 3家公立医院和 16个镇办卫生院
均设置发热门诊（诊室），配备相关诊疗设
备。制定发热患者就诊指引及“四诊”工
作机制。在县医院、县中医院院内独立区
域设置隔离（缓冲）诊疗区、病区，配置医
护人员以及常用急救设施设备，对外公布
发热门诊信息和咨询电话。加强定点医
院、亚定点医院建设，在洛南县医院设置
综合 ICU 床位,配置急需急救设备。在县
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3家医院设置
监护床位。按照分级分类救治原则，对重
型患者县定点医疗机构收治，科学划分病
例诊疗区、一般患者服务区，建立了接诊
流程和高风险人群接诊绿色通道，做到精
准分类救治。将石门健康驿站改造为亚
定点医院，由县医院负责运营管理，派出
医疗、护理、防院感等人员组成医疗团队，
整建制接管。目前抽调临床医生、护士、
公安及后勤保障工作人员共计59人。

各医疗机构采取网上培训和科室

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强化医疗救治人员
管 理 ，不 断 提 升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救 治 能
力 。 全 县 组 织 参 加 重 症 培 训 120 多 人
次。为了应对紧急状况下救治需要，各
医疗机构强化医护人员管理，取消医护
人员核酸检测，没有症状、轻症状坚持
上岗，有症状的居家 7 天后返岗，确保
医疗秩序正常。不断加强医务人员“涉
阳”心理疏导，强化医护人员防护培训，
优化工作流程和人员错时排班，确保正
常医疗服务。

县上加强药品物资储备，财政、卫健、
招商、医保部门协调联动，镇办督促落实，
各经营药店、各级医疗机构充分调动人脉
资源，拓宽购药渠道，强化采购措施，加大
解热药、抗病毒、止咳药、新冠特效治疗药
物和试剂等的采购和储备。目前，全县库
存退烧药品 52891 盒、止咳药品 38767
盒、抗病毒类药品 47475 盒、感冒类药品
37746 盒、抗原试剂 12591 盒，为居民逐
步康复打下良好的基础。

洛南全力保障群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
本报讯 （通讯员 徐怀玉 陈 阳）2022 年 12 月 27 日，柞水

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是集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公证服务、人民调解等多项公共法律服务职能为一体的“窗口化”
服务平台，是老百姓家门口的“法律顾问”。

近年来，柞水县司法局不断加强全县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在
全县 9 个司法所建立了公共法律服务站，82 个村（社区）建立公共法
律服务点，开设了“法治柞水”微信公众号，开通了 12348公共法律服
务热线电话，为所有村（社区）聘请了法律顾问，各村（社区）法律顾问
普遍建立了法律服务微信群，公共法律服务水平和人民群众满意度
逐步提升。

据了解，柞水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整合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
证、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多项司法行政资源，每天安排专职律师、基
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援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坐班，全天候接待群众
来访，解答群众咨询，办理法律援助、公证事项、人民调解等相关法律
事务。同时，该中心配备了智慧公共法律服务自助终端，市民不但可
以享受一站式法律服务，还可通过拨打 12348 热线电话进行法律咨
询、在线办理或预约律师、申请法律援助等相关法律服务事项。柞水
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的建成，实现了全县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打通
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柞水建成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
务，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
重症”。感染新冠病毒后，怎样安全科学
用药？转阴后仍然一直咳嗽该如何缓
解？康复期如何恢复体力？围绕社会热
点关切，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相关领域专
家作出解答。

感染后怎样安全科学用药？
近期随着阳性病例的增多，一些人在

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过程中，因用药不当导
致损伤。安全科学用药事关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张波介绍，
解热镇痛类药物，比如常用的布洛芬、对
乙酰氨基酚，它们是对症治疗的药物。一
般来讲，患者用 1 至 2 天就能退热，加上
患者身体疼痛控制住后，就可以停药了，

不需要长期服用。
一般而言，选择一种解热镇痛药就可

以，很多解热镇痛药含有的成分相同或类
似，如果选择多种解热镇痛药联用，可能
会导致药物过量。同时，患者在使用前一
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包括药物的用法用
量及注意事项。

“从用药安全角度来说，药物的给药
途径有多种，包括口服给药、注射给药等，
口服给药是一种比较安全方便的给药途
径。”张波说，对于一些轻型患者，选择口
服药物可以很好缓解症状。

张波介绍，通常讲的抗生素一般指抗
菌药物，这是只针对细菌引起感染的治疗
药物。新冠病毒引发的症状是病毒性感
染，抗生素对于治疗病毒引起的感染是无
效的，也就是说抗菌药物不能预防和治疗

病毒引起的感染。
在临床中，有些患者合并一些细菌感

染，或者是新冠病毒感染后引起继发性细
菌感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选择抗
生素和抗菌药物，但要经过血常规检查等
严格评估，再选择抗菌药物。

康复期如何恢复体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院 长 刘 清 泉 介 绍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者 进
入 康 复 期 或 者 康 复 末 期 ，要 保 持 平 和
心 态 ，饮 食 以 清 淡 、易 消 化 的 为 主 ，同
时 ，注 意 休 息 ，保 证 充 足 睡 眠 ，不 要 做
剧烈运动。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
表示，新冠病毒感染恢复过程需要一些时
间，要循序渐进过渡，保证足够的耐心。
康复期保证营养对恢复患者体力有着重

要作用，具体有以下几点：
一是要摄入适当的能量。能量主

要从主食中摄入，先从易消化的粥、面
条 等 细 粮 开 始 ，再 过 渡 到 软 一 点 的 米
饭、馒头等，等胃肠功能恢复好了，再开
始增加粗粮。

二是要保证优质蛋白质摄入。可以
选择高蛋白低脂肪的牛奶、鸡蛋、瘦肉、鱼
虾等和一些易于消化吸收的食物。

三是补充一些微量营养素，特别是
来自于蔬菜水果里的像钾元素、钠元素、
维生素 C 等，最好做到“餐餐有蔬菜，每
天有水果”。

“同时也要做到‘吃动平衡’，不要大
吃大喝，不要猛烈运动，要循序渐进，从一
些平缓、温和的运动开始。”于康说。

来源：新华社

康复期如何恢复体力？
——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本报讯 （通讯员 曾益民）为切实做好近期道路交通事故预防
工作，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结合辖区工作实际，全面强化隐患排查、路
面管控、交通安全宣传等重点工作，严防冬季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全力打赢年末岁初集中整治攻势冲刺攻坚战，确保岁末年初收好官、
开好局、起好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持续深化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动
员全体民辅警进一步增强责任意识和紧迫意识，把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活动、交警系统顽瘴痼疾专项整治与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
合起来，确保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和队伍保障。支队联合交安委成
员单位对辖区易发生事故的弯道、坡道路段、施工路段、桥梁等开
展全面排查，强化精准研判分析，梳理排查辖区重点车辆，对拼车
包车、非法运营等重点车辆及时开展布控查
缉，联合相关部门深入辖区运输企业开展安
全检查和警示教育，深入推进重点车辆安全
隐患清零工作。根据全市查处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大会战行动要求，大力开展交通违法
集中整治，充分依托疫情防控卡点、治超站
等查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落实巡逻执法小
分队常态勤务要求。同时，支队及各大队以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活动为契机，充分利
用“两广两微”等各类新媒体和宣传提示平
台，以“七进”宣传活动为载体，紧盯道路交通
安全环境，持续开展警示曝光。

商洛公安交警打好

交通事故预防攻坚战

1月2日，西安市蒲公英慈
善公益中心联合商洛社会组织
以及爱心人士为商州区杨斜镇
郭湾村60名老人送去了棉被、
床上四件套、唱戏机、电子血压
计等爱心物资，让老人们感受
到社会各界的关爱。
（本报记者 王孝竹 摄）

寒冬送暖
情系老人

本报讯 （记者 王 倩）近期，为了最大程度守护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丹凤县蔡川镇全力以赴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工作。

该镇建立书记、镇长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村支书配合
抓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盯人”系统，通过微信群、宣传车等多种
方式开展疫苗接种宣传，尤其是针对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镇村干
部对其耐心细致宣传，向其传递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的科学信
息，以此来打消老年人对于接种疫苗的顾虑和担忧。同时，各村对
辖区内 60 岁以上人群逐人建立台账上报镇防控办，由镇防控办对
台账上所有人员疫苗接种情况进行反复比对，形成最终台账，再由
镇卫生院对未接种人员逐一进行研判，因病不能接种的建议咨询
主管医师，听从主管医师的建议，确实不能接种的提供县级以上证
明进行销号，做到应接尽接。

此外，蔡川镇卫生院医护人员和村干部不断优化疫苗接种
服 务 ，组 建 4 支 小 分 队 ，逐 户 逐 人 上 门 为 行 动 不 便 老 人 接 种 疫
苗。同时对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进行现场“问诊”，打消其后顾之
忧。近一周内，全镇共接种疫苗 311 剂次，其中 60 至 79 岁接种
214 人次，80 岁以上接种 93 人次，切实提高了老年人的疫苗接
种覆盖率。

蔡 川 镇 加 快 构 筑

老 年 人 免 疫 屏 障

本报讯 （记者 杨 鑫）2022 年 12 月 31 日 13 时许，商州区
夜村镇夜村中学附近农田内一名男子在犁地时脚踝被卷入旋耕
机，情况危急。经市消防救援支队紧急救援，被困男子顺利被救
出，无生命危险。

当天，接到报警电话后，市消防救援支队丹南路特勤站出动 7名
消防员和一辆救援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现场勘察，救援人员
了解到被困男子 50多岁，在操作旋耕机耕地时不慎将左脚卷进旋耕
机内，脚踝卡死在金属刀片中，男子神志清醒可以正常沟通。

消防员立即对被困男子实施救援，使用液压剪扩钳破拆旋耕机
金属刀片，经过 20 分钟的紧张救援顺利将被困人员救出，并抬上现
场等候的 120救护车。

据了解，该名男子目前已无生命危险，正在住院进行进一步
治疗。

男 子 被 困 旋 耕 机

消 防 救 援 解 危 机
近期，一些用于治疗新冠病毒感染

的抗病毒药物被冠以“特效药”之名，引
发不少网民的关注和抢购。这些抗病
毒药物是否有必要囤？又该如何科学
合理使用？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北
京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童朝晖和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主任王贵强作
出回应。

“首先要明确，目前没有针对新冠病
毒的特效药。一些抗病毒药物能够抑制、
干扰新冠病毒复制，但是这些药物需要在
感染早期使用，并且要在医生指导下规范
使用。”童朝晖说。

童朝晖介绍，抗病毒药物在发病 5 天
内特别是 48 小时内使用效果更好。在病

毒刚进入人体还没有大量复制时，抗病毒
药物能够减轻病毒的载量，减少病毒对人
体免疫系统的攻击，再通过自身的抵抗力
减少病情向重症、危重症发展。如果发病
时间过长，病情已经进展到重症、危重症，
抗病毒药物是无效的。

“同时，这些抗病毒药物是有条件
推荐特定人群使用的，对于轻型、普通
型有向重型、危重型发展的高危人群，
如 高 龄 有 基 础 疾 病 的 人 群 ，可 以 有 效
降 低 重 症 率 ，但 在 青 壮 年 等 没 有 高 危
因素的人群身上使用是没有用的。”童
朝晖说。

专家提醒，抗病毒药物使用时存在很
多注意事项，可能出现不良反应，还可能
出现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一定要在医

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不建议公众囤药并
自行在家使用。

“比如有些病人肝肾功能严重损害，
就可能需要调整抗病毒药物的用药剂量
甚至不能使用这些药物；如果正在用一些
他汀类药物，就不能同时使用奈玛特韦这
类药物。病人如果在家盲目用药，存在安
全风险。”王贵强说。

王贵强说，新冠病毒感染强调综合治
疗、早期干预。对重症高风险的人群，尤
其是卧床的有基础病的高龄老人，建议进
行早期的密切监测和随访。“出现呼吸困
难、喘憋或血氧饱和度低等症状时，要及
时到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早
期治疗包括抗病毒药物和氧疗两个手段，
现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在社区层面开展

氧疗服务。”
童朝晖还提醒，医务人员和专业人员

一定要加强抗病毒新药的用药培训，充分
了解其作用机制、适应症、不良反应以及
和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等，降低药物临床
使用风险。

近日，第九版诊疗方案里推荐的另
一种治疗药物——静脉用丙种球蛋白，
也引发不少网友求购。对此，王贵强介
绍，静脉用丙种球蛋白能够减少炎症反
应，但只建议在治疗重症病人时使用，

“基本都是进入 ICU 的病人才需要使用，
而且要在出现炎症因子风暴等特定情况
下使用才有效果。不适合在家里使用，
也没有预防新冠感染的作用，不建议在
家里储备。” 来源：新华社

治疗新冠有“特效药”吗？如何科学使用抗病毒药物？
——国家卫健委组织权威专家解答防疫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