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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陈敏 通讯员 张宁

“120 电话报警呼入量、出车
量猛增至平时的三倍，我们能上的
人都上了，请媒体帮助我们呼吁一
下 ， 非 紧 急 情 况 下 不 要 拨 打 120
生命热线，为真正有需要的急危
重症患者让出‘生命通道’。”当
记 者 打 电 话 到 宁 波 市 急 救 中 心
时，一位工作人员带着嘶哑的嗓
音告诉记者。

自 疫 情 防 控 政 策 调 整 以 来 ，
120 电话报警日均呼入量和出车量
猛增。据了解，近三年，120 电话
报警日均呼入量为 750 次左右，出
车次数 160 次左右。但从今年 12 月
5 日以来，120 电话报警呼入量和

出车量以每天约 10%左右的速度增
长。最近几天更是大幅上升。12
月 24 日呼入量 2226 次，出车 326
次；12 月 25 日呼入量 2451 次，出
车 338 次；12 月 26 日，呼入量已
达 2641 次，出车次数 355 次。

为缓解广大市民拨打 120 电话
困难和救护车出车不足等状况，在
上级相关部门及交通、经信等部门
支持下，宁波市急救中心已经完成
社会紧急招募 290 名驾驶员、担架
员及 30 名调度员，并完成相关上
岗培训，其中 90 名驾驶员和 30 名
调度员已上岗。据介绍，目前宁波
市急救中心的调度座席已经从原来
的 6 席增加到 30 席，驾驶员到岗从
102 人次增加到 192 人次，救护车

数辆从 106 辆增加到 116 辆。
目前，宁波市急救中心 20 名

调度员、32 名医护人员、55 名驾
驶员及所有行政岗位全部 24 小时
在岗，部分行政人员顶岗到一线，
个别工作人员已连续多日工作在岗
位上。更令人揪心的是，工作人员
一个个都“阳”了，大部分都是带
病上岗，很多人甚至高烧到 39℃
仍然坚守岗位，所有调度人员均出
现声音嘶哑，急救人员发扬“轻伤
不下岗，只要能站立就出车”的连
续作战精神，对急救人员来说，能
够喝口水、吃口面包、上个厕所都
是极度奢侈的事。

对于那些急危重症患者来说，
“120”就是他们的“生命通道”。

但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段
时间，拨打“120”进行咨询的呼
叫量猛增至平时的近八倍，其中
咨 询 重 复 拨 打 电 话 有 400 来 个 ，
不少无症状感染者、轻症患者甚
至 拨 打 急 救 电 话 咨 询 发 热 用 药 、
发热门诊等问题，占用了宝贵的
急救资源。

宁波市急救中心通讯调度科副
科 长 徐 亚 飞 在 接 受 采 访 时 说 ，

“120”被占用，很可能导致急危重
症患者在需要呼叫“120”寻求帮
助时，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请广大
市民朋友科学利用急救资源，非紧
急情况下不要拨打 120 生命热线，
为真正有需要的急危重症患者让出

“生命通道”。

“120”出车量猛增至平时的三倍
市急救中心呼吁：非紧急情况勿拨打“120”，为急危重症患者让出“生命通道”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周
颖）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献血办了解
到，近期，受新冠病毒感染潮、寒
冷 天 气 、 高 校 放 假 等 因 素 影 响 ，
街头人流量锐减，献血者大幅减
少，我市血液库存紧张，血液保
障面临严峻的困难与挑战。宁波
市 献 血 办 向 广 大 市 民 发 出 倡 议 ：
为爱逆行，献出一份热血，挽救
一条生命。

目前符合献血条件的市民或许
都在经历一场艰难的自我健康考
验，但此刻临床上还有许多需要预
备足够血才能进行手术的孕产妇、
需 要 输 注 血 小 板 的 白 血 病 患 儿 、
许多意外受伤者、恶性肿瘤和大

出血的病患，他们需要紧急输血
和依靠血液来维持生命。

血液是临床医疗救治中不可替
代的宝贵资源，广大爱心市民是无
偿献血的生力军，献血者也是守护
城市的英雄。在这艰难时刻，宁波
市献血办希望全市 18 周岁至 55 周
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公
民，充分发扬无私奉献、大爱无疆
的精神，积极参加无偿献血。

此时此刻，甬城需要您！让我
们一起加油，守护甬城平安！捐献
全血热线：87879891，团体献血预
约电话：18957865021；捐献机采
血小板热线：87848415 （周一至周
五、周日 8:00-15:00）。

血液库存紧张
让我们一起献出一份热血

本报讯（记者董惊鸿 通讯员
胡星艺） 这几天，象山鹤浦镇的朋
友圈里，一个叫阿芬的老板娘火
了，大家纷纷为她默默在做的一件
事点赞。

原来，早在5天前，鹤浦高塘斌
家常菜的老板娘阿芬，得知镇妇联发
动妇女群众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尤其
听说有很多新冠病毒感染者隔离在
家，一些在鹤浦的外来务工者没有
食物储备，也叫不到外卖，于是她
决定暂时关停自家饭店，制作便
当，免费供应给需要帮助的人。

买菜、清洗、接单、记录、打
包、配送⋯⋯每天一大早，阿芬和
丈夫就开始忙碌起来，领着两名厨
师烹饪爱心便当，平均每天免费为
阳性感染者送饭百余份。

免费送餐百余份

鹤浦阿芬姐，全网为你点赞！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陈
君艳） 记者昨天从宁波市中医院了
解到，为全力保障危急重症患者
抢救，宁波市中医院新开辟了一
个 病 区 作 为 新 冠 感 染 重 症 监 护
区。短短 5 天，这个重症监护区
已收治 9 名患者，其中 2 名患者病
情已开始好转。

据了解，该院医务部计划培
训 20 名医生，护理部培训 50 余名
护士，形成储备矩阵，随时充实
ICU 团队。目前，5 名医生、18 名
护士已投入新的重症病区的救治工

作中。
为确保医疗安全，ICU 原本的

护士和医生以“一带一”的形式在
新老病区两头跑，保障普通临床中
不常遇到的问题或护理操作顺利进
行。科主任余方宇和护士长陈连波
更是不眠不休，做好整体调度工
作，连续奋战在第一线。很多医护
人员身体实在吃不消，最多回家休
息 1～2 天又坚持回来顶班。

新的病区预估最多可以收治
20 名重症患者，后续会再根据疫
情防控需求调整。

市中医院
新增新冠感染重症监护区

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通讯员
林璐瑶 郑勇） 昨天，镇海招宝山
街道后海塘企业社区的社工们将装
有抗原检测试剂、免洗手消毒凝
胶、医用外科口罩的海塘红潮爱心
暖企“防疫礼包”，送到浙江甬川
聚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并叮嘱
员工保重身体。

“之前感染过新冠的员工返岗
前需进行检测，有了这批抗原试
剂，他们在家便可自行完成，大大
减少了交叉感染的风险。”甬川聚
嘉公司相关负责人对社区的贴心举
动赞不绝口。

防疫物资不够，又没有购买渠
道，如何熬过最近这段特殊时期？

这个问题成为不少企业的心结。在
后海塘企业社区，企业提供渠道，
社区整合资源，通过社企通力合
作，共度“疫”时难关。

“辖区内几家大型企业联系了
医疗物资厂家，社区通过他们提供
的渠道，采购了 1 万多个抗原试
剂、2 万个口罩，免费分发给有需
求的中小型企业、货车司机及集居
点居民。”后海塘企业社区党委书
记徐汝华告诉记者。

据悉，除了直接支援物资外，
该社区还为企业搭建沟通交流的平
台，实现资源共享。部分有需求的企
业可自行与有渠道的大型企业对接，
以较为实惠的价格采购防疫物资。

抗原试剂、口罩免费分发

镇海这个社区
社企合作解“疫”时之难

刘予涵

据 昨 天
《宁 波 日 报》
报道，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组织全市旅游饭店开展
走进饭店“安康住”专项行动，为
市民提供送餐服务，同时推出优惠
套餐，以不高于协议价的水平为市
民提供酒店服务。

随着新冠阳性患者增多，一部
分人为了防止传染给家人而选择在
酒店自我隔离。面对不断增长的市
场需求，一些酒店也瞄准商机，特
意推出了不同价位的“隔离套餐”
为“抗阳”住客服务。

应该说，这是一个“多赢”之
举。阳性患者在酒店得到了安心的
照料，有吃有住，疗愈期间也不用
为买菜做饭操心，能够放下焦虑，
安心隔离，有助于尽快康复，也减
轻了家人的负担，而酒店作为企
业，推出隔离服务，既解决了住客
隔离的需求，也一定程度让酒店熬
过寒冬，同时彰显了酒店积极抗疫

的责任与担当，提升了酒店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然而，也应看到，一些酒店之
所以推出“隔离套餐”，是因为在
三年抗疫中做过隔离服务，在疫情
防控方面积累了较为成熟、规范的
经验和做法，如今，才有底气和能
力敞开怀抱接纳小“阳”人。而
有 的 酒 店 并 没 有 隔 离 的 相 关 经
验，如没有专业的指导或稍有不
慎，可能会造成聚集式感染，这
样反而影响酒店正常运营，损害酒
店的声誉。

“安康住”是好事，好事要办
好。一方面，行业监管部门要进行
理性引导，尽快制订相关标准规
定，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只有符合条
件了，才能作为隔离酒店对外服务；
另一方面，没有隔离经验的酒店，要
多向有经验的同行请教，履行好防疫
责任，加强内部防控流程管理，从专
业、安全和服务上严格要求，让“安
康住”的客人真正安康。

（欢迎投稿，来稿请发民生邮
箱1871684667@qq.com）

让“安康住”的客人真正安康

记者 陈敏 通讯员 胡丝丽

“我家孩子白天头痛，现在发
烧得厉害。家人们，是不是‘阳’
了，怎么办？”前天晚上 11 点许，
在北仑大榭街道海文社区“网络共
享云医院群”，有人深夜在群里语
音求助。电话里是一位妈妈，语气
里带着焦急、焦虑和紧张。

“我是王医生，可以向你提供
建议。你别急。”马上，王医生有
条不紊地在群里回着消息：“家里
有退热贴吗？没有的话，冷毛巾敷
额头，物理降温。先观察，如果加
重明天再上医院。”

半小时后，求助人发来好消
息：“孩子好些了，已经安心睡着
了，谢谢王医生。”

在大榭街道海文社区，自从建
立“网络共享云医院群”以来，这
样的一幕几乎天天在上演。小区居
民开心地说：“有了王医生，我们
都安心了。”

这位王医生叫王振坤，是个
“90 后”。他是北仑区二院中医伤
科医生，也是大榭街道海文社区的
居民。

12 月 24 日中午，在社区群里
偶然为邻居答疑解惑后，王振坤
在社区书记的热情邀请下，成了
社 区 “ 网 络 共 享 云 医 院 群 ” 的

“云医生”。让他想不到的是，这
个群在短短 3 天时间内，人数从
20 个发展到 165 个，而且数字还在
攀升。

“孩子头痛，还头晕，有点怕

冷，咋回事？”“下午 4 点就 39.2℃
了，怎么办？”“我全身酸痛，嗓子
干 的 难 受 ， 有 点 咳 嗽 ， 是 不 是

‘阳’了”⋯⋯连日来，王振坤的
“我是王医生”，成了整个群的“定
海神针”。

“有王医生在，居民感觉有了
依靠，安心多了。”海文社区书记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专业是学骨伤的，主修中
医 学 。 特 殊 时 期 当 回 内 科 医 生 ，
能 给 邻 居 们 提 供 点 便 利 ， 很 开
心。”面对邻居的夸赞，王振坤这
样说。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
段时间来，中医伤科的医生陆续发
烧、出现身体不适，四人的科室变
成了一人的科室。为了不耽误病人

的病情，王振坤一直独自支撑着一
个科室，到昨天，已是王振坤连续
上班的第 11 天。“非常时刻，只要
身体允许，多上几天班不算什么事
儿。”王振坤说。

社区建立“网络共享云医院
群”时，王振坤已连续上班 8 天。
面对社区书记的邀请，他毫不犹豫
地答应了。自那以后，王振坤就
一直在线上和线下两头忙碌。往
往 是 刚 在 诊 室 接 诊 完 一 个 病 人 ，
群里就有好几条提问留言了，他
便利用零敲碎打的空闲时间，一
条条回复。对于“网络共享云医
院群”带来的更多工作压力，王
振坤没有一丝怨言。他说，非常
时期，我们是个大家庭，邻里之
间就该互帮互助。

“我是王医生，可以向你提供建议！”

邻居医生一句话，小区居民安心了

为解决高山村民配药难题，昨天，一辆海曙区章水镇高山巡回发热诊疗车驶入四明山，为大皎村村民提供“家门口”的发热门诊服务。现场，工作
人员为有需要的村民测量体温，如体温出现38℃以上，工作人员会引导村民做单管核酸检测，同时为其配备合适的退烧药、抗病毒中成药。据悉，章
水镇开展高山巡回医疗已有12个年头，近期提高了频次。 （徐能 张昊桦 摄）

发热诊疗车“开”到高山

本报讯（记者陈敏 通讯员林
莉莉 徐晨燕） 这几天，宁波各大
医院急诊患者扎堆，多家医院急诊
一天的接诊量已是平时的三四倍。
患者排队两个小时还不一定能轮到
就诊。

“这几天成人急诊量平均以每
天 20%左右的速度增长，入抢救室
的病人数也是平日的两倍多。”昨
天，记者从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
医院急诊医学中心副主任刘雪兰处
了解到，该院日成人急诊量已接近
1200 例。

日急诊量一下子翻倍，而不
少医护人员因感染而病倒，给急
诊 科 的 医 护 人 员 带 来 了 极 大 压
力。刘雪兰和科室同事们打起了
十二分精神，咬牙坚守在救治第
一线。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宁波市第

一医院、宁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医
院的日急诊量也增至平时的三四
倍。北仑区人民医院 （浙大一院北
仑 分 院） 日 急 诊 量 达 到 300 多 人
次 ， 增 幅 50% ； 日 抢 救 50 人 次 ，
增幅 200%。

晚上 6 点左右，宁波市第一医
院 急 诊 科 主 任 贺 鹤 群 告 诉 记 者 ，
候诊的急诊患者已从急诊室一直
排到卫生间门口，一眼望去全是
人，几乎无处落脚。“太恐怖了，
感觉病人源源不断，怎么看也看
不完。”贺鹤群说，这几天的急诊
量每天都在攀升，前天已升至 600
多人次。抢救室核定床位 20 张，
可 现 在 每 天 收 治 的 病 人 有 30 多
人，天天满负荷运转。尽管医院已
经及时往急诊科增加援手，但是医
护人员很多已经感染新冠病毒，所
以人手还是相当紧张，医生们不得

不带病上岗。
为尽可能满足急诊需求，各医

院都采取了紧急措施。李惠利医院
紧急加强急诊医护力量，所有内科
医生 （除呼吸、重症外） 分批支援
急诊科，同时急诊抢救室增开床
位 50%；具有医疗护理专业背景
的行政人员支援急诊帮班，补充
因新冠感染减员的急诊力量，没
有 医 学 背 景 的 行 政 人 员 帮 助 照
顾、安抚病人，引导就医秩序。北
仑区人民医院 （浙大一院北仑分
院） 急诊科已完成了 EICU 空间、
人员扩容，床位数增加了 1.5 倍。
宁波市第一医院的急诊病房床位也
将扩至 50 多张。

据了解，急诊患者大多为新冠
阳性患者，绝大多数表现为发热、
呼吸道症状，也不乏一些心肌炎、
重症肺炎、呼吸衰竭患者。尽管医

院临时调派医护人员支援急诊科，
但是由于候诊患者太多，导致患者
就诊不易，等待两个小时还未必能
够轮到就诊。

各大医院急诊患者为何暴增？
贺鹤群分析认为，这其中有的确实
是急危重症患者，尤其是一些原本
就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新冠患者，但
其中相当部分患者是因为对新冠病
毒心生恐惧。急诊患者中有相当部
分年轻患者，他们有的因为体温已
正常，但一直还有咳嗽，就担心会
不会发展成肺炎，到医院要求拍胸
片；有的因为感觉有稍微的胸闷症
状，就怀疑自己是不是网上所传的

“大白肺”。贺主任提醒，咳嗽症状
的消失有一个过程，“大白肺”并
非这么易得，如果体温逐步恢复正
常，没有黄脓痰，没有明显气急，
不必太紧张。

各大医疗机构急诊患者暴增
急诊量是平时的三四倍

阿芬姐在列送餐单子。
（胡星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