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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敏） 记者昨
日从宁波市第一医院了解到，29
日 刚 开 设 的 “ 新 冠 综 合 门 诊 ”
异 常 火 爆 ， 半 天 就 接 诊 患 者 91
人 次 ， 昨 天 更 是 接 诊 了 220 人
次 。 为 更 好 地 满 足 患 者 就 诊 需
求，今起，“新冠综合门诊”将
从 2 个诊室增至 5 个诊室。

“阳过”后，很多患者表现出
咳嗽、浑身酸痛等症状，去急诊
人太多，去发热门诊不知道能不
能解决问题，这是很多“阳过”

患者的苦恼。为此，从 12 月 29 日
下午起，市第一医院推出了“新
冠综合门诊”，专门接诊新冠病毒
患者。

宁波市第一医院选派了具有
丰富的综合诊治经验的医生坐诊

“新冠综合门诊”。“新冠综合门
诊”一经亮相就受到了患者的欢
迎。考虑到患者需求大，“新冠综
合门诊”将增至 5 个诊室，这意
味着每天“新冠综合门诊”的接
诊量可增加到 300 人次左右。

市第一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
谢浩芬介绍，市民可以通过医院
微信公众号、院内自助机，人工
窗口等多个渠道进行预约就诊，
为照顾一些老年患者，医院每天
将在线上开放号源 200 个，另有
约 30%的号源留给现场挂号。

据了解，前往“新冠综合门
诊”就诊的多为“阳过”患者，
他们大多还未“阳康”，有的还有
发热症状，有的虽已不再发热，
但还有较明显的咳嗽、咽痛、腹

泻、呕吐、浑身酸痛等症状。
坐 诊 医 生 张 炎 告 提 醒 众 多

“阳过”患者，在康复期间一定要
做到三点：好好休息；营养要跟
上 ， 保 证 充 足 的 蛋 白 质 和 维 生
素；不要心急，各种症状的消失
都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谢浩芬提醒，年纪大
的患者，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
连续体温在 38℃以上，或有任何
急性疾病症状的，建议直接上急
诊或发热门诊。

市一院“新冠综合门诊”火爆

本报讯 （记者陈敏 通讯员
陈君艳 陈静娜）“阳”了一圏
后，越来越多的“阳康”患者开
始返回岗位。然而不少人仍被咳
嗽、呼吸困难、无力、关节痛、
胸 痛 、 嗅 觉 味 觉 丧 失 、 腹 泻 等

“后遗症”困扰，为更好地服务市
民，宁波市中医院昨日推出“阳
康门诊”，主要服务感染新冠病毒
后恢复期患者。

为 避 免 交 叉 感 染 和 人 员 聚
集 ， 宁 波 市 中 医 院 同 时 开 设 了

互联网医院“阳康门诊”。市民
关 注 宁 波 市 中 医 院 微 信 公 众 号
后 ， 选 择 互 联 网 医 院 “ 阳 康 门
诊”，可立即问诊。线上有专家
24 小 时 提 供 服 务 ， 可 为 老 年
人 、 妇 女 、 儿 童 患 者 和 合 并 基
础 疾 病 的 患 者 提 供 就 医 及 心 理
咨 询 、 用 药 指 导 等 服 务 。 专 家
为 有 需 求 的 市 民 在 线 开 具 促 进

“阳康”后机体恢复的处方，并
通 过 第 三 方 将 药 品 配 送 到 患 者
家中。

“阳康门诊”一经推出就受
到 了 市 民 的 欢 迎 ， 据 了 解 ， 到
昨 日 下 午 ， 今 日 上 午 的 60 多 个
号 已 预 约 一 空 。 为 了 满 足 市 民
需 求 ， 宁 波 市 中 医 院 将 增 设 门
诊，号源将达到每日 320 个。

据悉，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昨起也推出“阳康”体检套餐，
需要的市民可电话预约。

市一院体检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病毒感染之后，一些针对
性体检非常有必要，比如心肺、

肝肾功能等。即使症状没有了，
关键脏器的功能还是要关注，有
问题第一时间干预。为了最大限
度满足这段时间市民的健康体检
要求，“阳康”体检套餐从昨天开
始实施，元旦不休，市民可以通过
电话进行预约（咨询电话：0574—
87085260，0574—87086430；预 约
时 间 ：早 上 8:00- 11:00；下 午 ：1:
30-4:30）。 据悉，该院中医各类
专家、专病门诊，均可以接诊“阳
过”患者调理。

“阳康”真的“康”了吗？
市中医院开通“阳康门诊”

本报讯 （记者陈冬冬） 昨天
下 午 ， 宁 波 日 报 报 网 端 “ 云 药
箱”公益互助活动走进宁波市中
医院，推出首场问诊直播。直播

中，宁波市林刚名中医传承工作
室负责人陈璐佳医生介绍了“阳
康后遗症”的破解方法，为市民
解疑释惑。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的 艰 苦 战
“疫”，第一波“阳过”患者已经
进入“阳康”阶段。然而处在康
复期的不少人仍被咳嗽、呼吸困

难、胸痛、全身无力等后遗症困
扰。最近，随着进入康复期派粉
人数的增多，“云药箱”也收到了
不少派粉的相关求助，遂组织了
此次直播。

康复期的这些症状背后的病
理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走出“阳康
后遗症”的阴霾，
让身体康健如前？
如果您对这些问
题感兴趣，可扫右
方二维码观看直
播视频。

“云药箱”公益互助活动
推出问诊直播

通讯员 陈君艳
记 者 陈 敏

“总共 42 人，只有 2 个人没感
染。”宁波市中医院药学部主任林
杭娟沙哑着喉咙，艰难地说出这句
话。

近段时间，随着新冠感染高
潮的来袭，宁波市中医院药学部
的人员也几乎“团灭”，感染率高
达 95%以上。然而，药学部承担
着全院的药物配给，属于医疗救
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绝对
不能倒下！

门诊药房、急诊药房、发热

门 诊 需 要 7 个 人 ， 住 院 药 房 8 个
人，药库 2 个人，这几乎是“最
低配置了”。怎么办？只有带病坚
持。没感染的人员连续顶班，把
医 院 当 成 了 家 。 感 染 了 的 人 员 ，
烧退下去一点了、症状缓解一点
了，马上回到岗位。林杭娟心痛
地说：“太艰难了，太不忍心了，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药都是用来
救 命 的 ， 我 们 倒 了 病 人 怎 么 办 ？
医院怎么办？”

邱文杰是一名“95 后”的小
伙子，上周日晚上开始发烧，自己
服用了退烧药。第二天醒来后，他
感觉自己状态还可以，考虑到科室

缺人，他没有请假，照常上班。连
续三四天，他都处于反复发烧、鼻
塞咳嗽、全身酸痛的状态，但是他
咬牙坚持着。

21 日、22 日两天，科室一下倒
了很多人，伴随而来的是不断增加
的工作量。为了尽快地修订最新的
临床用药指南，发着烧的方晴不得
已打通了同样发烧在家休息的同
事李婉姝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
逐一核对、订正，终于在第一时间
做好了这份《指南》。

由于人员不足，林杭娟主任
不 得 已 将 门 诊 药 房 、 急 诊药房、
发热门诊药房合并为一个夜班。这

虽然缓解了减员的压力，但是顶夜
班的同志压力大了很多，好几个同
事上完夜班后就“阳了”，而她自
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招了”。尽管
喉咙已经严重沙哑，但她还是不停
接打着各式各样的协调电话，科室
人员最紧缺的时候，她还帮着一起
在窗口发药。

“虽然很艰难，但我们没有一
个逃兵！”林杭娟感慨地说：“这几
天集中高热的人员陆续康复，越来
越多的人回归岗位了，我相信最黑
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通过这次
疫情的考验，她对自己的团队更有
信心：“没有什么可以打倒我们！”

沙哑着喉咙发着烧，他们扛着忍着坚守着

记 者 孙肖
通讯员 胡双 黄宇

“消毒液已经分批到货啦！已预
约成功的小伙伴可以错峰有序就近
领取。”这几天，一个免费领取消毒
液的消息在北仑广泛传播，总量 10
万升的消毒液分批被市民和企业领
取。而发起并组织这场免费分送行
动的正是“同心向党·善行北仑”委
员工作室的一群北仑区政协委员。

“在传染病高发的冬季，大家
都面临着交叉感染的风险，消毒液
的储备是必需的，于是大家一拍即
合，一起开始筹集和组织此次消毒
液的免费分送活动。”“同心向党·
善行北仑”委员工作室的牵头委员
周天伦介绍，其所在的工作室是北
仑区政协今年创建的委员工作室，
以慈善领域委员为主体，聚焦公益
慈善事业，自今年 6 月挂牌成立以
来，在疫情防控、困难帮扶、乡村
振兴等领域牵头开展项目活动 10
余次。

“这个爱心行动太及时了！我家
里有人刚‘阳康’，正需要消毒液进
行全屋消毒。”市民陈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昨天领到了 2 升装的消毒
液，并已经给家里进行了全面消
毒。

“万华 （宁波） 氯碱公司提供
了 10 万升消毒液，北仑区政协委
员、新安涂料总经理胡锦平捐赠了
3000 个 2 升分装桶，志愿者进行装
桶、运输和分发⋯⋯”工作室委
员、阿拉宁波网负责人杨丽霞说，
从 25 日开始至昨天下午 5 时，已经
发放了 4000 余桶，剩下的不到 1000
桶会继续公开发放。其余部分，将通
过大批量分送的方式直接送至有需
要的敬老院、学校和企业。

目前北仑区区域内以下五个点
位还在陆续发放中：MISS XI 服
装店（新大路 735 号）、凯锐装饰店

（四明山路 213 号）、唯爱时光文化
（明州路 358 号）、玛莎米亚（岷山路
1011 号）、黑炭小菜场（岷山路 596
号）。

10万升消毒液只送不卖
政协委员接力解民忧

志愿者在分发消毒液。 （胡双 黄宇 摄）

通讯员 胡丝丽
记 者 陈 敏

“接班 38.7，搞了 8 个钟，交
班 38.8⋯⋯”昨日凌晨 1 点 05 分，
结束一天的工作，北仑区二院内科
护士范凤娇发了一条朋友圈。

不曾想，这条朋友圈却引来了
不少好友的关注：“阳康”后返岗
没两天，范凤娇又复阳了？好友们
纷纷私信询问范凤娇。

原来，这是一个暖心的误会。范
凤娇并没有复阳，朋友圈里说体温
异常的是一位她正在照顾的老人。

老人今年 74 岁，6 天前因发烧
咳嗽、咳痰伴胸闷，被家人送到
医院。这段时间，老人一直处于
发烧状态，体温在 38℃到 39℃间
反复。

老人的状态让内科的护士始终
记在心上。大家在交班时，都会特
别交代老人的情况。12 月 29 日范
凤 娇 接 班 时 ， 老 人 的 体 温 是
38.7℃。当晚用药后，老人体温降
到 38.3℃ ， 但 没 多 久 又 烧 到 了
39.8℃，交班时温度还是 38.8℃。
老人的病情让范凤娇牵挂，这才发
了朋友圈。

范凤娇不知道的是，她牵挂着
老人，而亲朋好友也关心着她的健
康。在她发完朋友圈后，手机里马
上收到了很多人的关心短信。

其实，这段时间，由于住院患
者增多，加上科室人员相继倒下，
科室一直处于人手紧张的状态。

12 月 21 日，范凤娇上班时突
然感到嗓子不舒服、头痛得厉害，
晚上发起了高烧。12 月 25 日，刚
刚恢复体能的她，得知科室里床位
住满了人，而能去上班的同事与日
俱减，看到剩下坚守岗位的同事异
常忙碌而又辛苦的样子，她便赶紧
回到医院上班。“多一个人，就多
一份力量，大家轮着也能多些休息
的时间。”范凤娇说。

回到岗位后，范凤娇和其他同
事一样，一上就是十几个小时。科
室里 50 米长的走廊，一天要来回
走几十趟，微信步数早已突破一万
步。下班时脱下手套，她的手被汗
水、消毒水泡得皱巴巴泛白。

不过，范凤娇并非孤军奋战。
在医院，来自其他科室的同事先后
赶来支援，有综合病区的、有妇产
科的，大家汇聚成一条大船，破浪
前行。在生活上，有来自朋友亲人
的关心和鼓劲。“注意防护，不要
重阳”“加油，你一定可以的”“辛
苦了”⋯⋯一条条平凡又朴实的话
语，给了她们莫大的鼓舞。

“数不尽的加油和鼓劲，让我
很感动。”昨日上午，在回复好友
信息，消除“复阳”误会后，范凤
娇动情地说。

“误会，原来是记挂！”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夏亚萍

发热门诊日接诊量由 100 余人
次激增到 600 余人次，儿科住院病
区爆满⋯⋯这段时间，宁海县妇幼
保健院儿科及发热门诊团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考验。但医护人员们，用
身体力行诠释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一直坚守在岗位上。

12 月 26 日 16 时 30 分，儿科副
主任医师胡仁明从同事手中接过夜
班接力棒，然后他就像陀螺一样转
了起来，直到第二天凌晨 4 时 30 分，
整整 12 个小时，没喝一口水，接诊
了 200 余名患儿。其间，汗水浸湿了
他的口罩和衣服，他仅用了不到 5
分钟的时间更换了口罩和隔离衣，
便又立马回到了工作岗位。

为联系方便，平时儿科医生
都建有宝妈粉丝群。儿科主任王
耀东拥有粉丝 2000 余人，儿科副
主任医师胡仁明也拥有粉丝 1000
余人⋯⋯医生通过线上近万次的
耐 心 细 致 解 释 ，消 除 了 宝 妈 们 的
恐 慌 ，还 有 效 地 减 少 病 患 向 医 院
聚 集 ，避 免 交 叉 感 染 ，减 轻 了 医
院的诊治压力。

王耀东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
要在群里回复至少 100条信息，最多
的一天居然回复了上千条信息。在
群里，王耀东总是安慰宝妈们，“我
们再苦也会护好孩子们。”

“孩子,我们再苦也会护好你……”

医护人员坚守在一线岗位上。 （陈 敏 夏亚萍 摄）

记 者 陈 敏
通讯员 董婷婷 张寅琪

“周阿姨，我们给您送‘防疫
健康包’来了。如果有发烧，吃一
颗退烧药，如果身体还是不舒服，
就给我们打电话。”12 月 29 日一
早，鄞州区五乡镇泰悦社区，五乡
镇卫生院家庭医生杨海云一边说，
一边将“重点人群新冠居家管理联
系卡”“防疫健康包”递给了周阿
姨。

“谢谢你们这么有心，还上门
来看我们！”今年 65 岁的周阿姨患
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几天正想上
卫生院配点药，没想到家庭医生居
然上门随访来了，还特别送来了目
前她最需要的止咳药、退烧药。

随着辖区内阳性感染的重点人
员逐渐增多，为保障新冠重点人群
居家治疗需求，五乡镇卫生院医务
人员纷纷行动起来，为辖区内重点
群体提供医疗服务，保障居民的健
康。

12 月 25 日，五乡镇卫生院迅速
对接各村，建立了 17 支由各村卫生
联络员、家庭医生组成的小分队，对
辖区重点人群新冠居家治疗开展每
日随访。据统计，到 12 月 29 日，17
支小分队已随访村民 112 人。

与此同时，五乡镇卫生院还专
门为新冠阳性孕产妇开辟 24 小时
专属服务热线，制定专属服务包，
为该类重点人群提供用药指导、健
康服务。据统计，到 12 月 29 日上
午，服务热线已接听咨询电话 248
个。

五乡镇卫生院副院长孔霞说：
“重点人群包括孕产妇、3 岁以下
婴幼儿、高龄老人和患有重大基础
性疾病的居家治疗人员，这部分人
群需要我们医务人员的特别关注，
发现问题我们需要帮助及时转诊，
决不能让这一部分重点人群因为缺
医少药而加重病情。此次鄞州区卫
健局调拨了一批‘防疫健康包’，
我们也通过家庭医生将‘防疫健康
包’分发给这些人群。”

五乡17支新冠防控小分队
走家串户送“防疫健康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