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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周琪敏、赵勇）8
月 12 日，随州市南部山区柳林、何店、洪
山、均川、澴潭等地发生极端强降雨天
气，其中柳林镇累计降雨量达到 503 毫
米，导致严重洪涝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

洪灾发生后，在市卫健委应急领导
小组的总体部署下，在市中心医院党委

的领导下，随州市精神卫生中心紧急启
动了 8.12 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工作，第
一时间制定了《8.12 洪涝灾害紧急心理
危机干预方案》，成立心理危机干预专家
指导组和 4个心理危机干预小组。

自洪灾发生后，在湖北省精神卫生
中心心理援助专家的指导下，心理危机
干预工作组分别到重灾区柳林镇中心学

校安置点、随县人民医院、随县中医医
院、随县洪山医院等地开展现场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及时了解评估受洪涝灾害
影响的各类人群的心理健康状态，重点
识别高危人群，及时进行心理干预和安
抚工作，并印发了宣传折页，推送了洪灾
科普宣传文章等，以有效减轻洪涝灾害
所致的心理创伤，为此次洪灾中的伤病

员、死伤者家属和救援人员提供心理服
务。

此外，市精神卫生中心还利用心理
援 助 热 线 （0722- 3281035、 0722-
3281017），24小时为公众提供心理咨询、
心理干预等服务。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此次心理救援工作正是“天灾无情人间
有爱，心理援助共克时艰”的最好诠释。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娇）在 2020 年初的新冠
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在治疗新冠肺炎、阻止普通患者
转为重症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医药的参
与为中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
轮疫情防控工作，随州市中医医院将坚持中医药早
期、全程介入预防、治疗、康复，最大程度提高防治效
果。

本次国内感染的新冠病毒为“德尔塔”变异毒
株，“德尔塔”毒株特点：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潜伏

期短、病毒的载量高、症状不典型、治疗时间长、可能
出现“免疫逃逸”。

结合随州的地域特点，随州市中医药防治新冠
肺炎专家组在组长郑德元的带领下，迅速行动，组织
省、市名中医研发出具有扶正解毒、清热祛暑的中药
方剂“益气清暑解毒汤”，通过早期服用中药，达到扶
正祛邪的目的。

目前，随州市中医医院负责的隔离点均发放中
医预防方剂。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赵杨、陈传兵）近
日，随县洪山医院在院区召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及医疗救治工作专题会议，针对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及上级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以问题为导向，以效果为目的，认真
查找问题，进一步对疫情防控、院感防控和
医疗救治准备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会上开展了疫情防控院感培训，培训
的内容以实际工作需求为导向，针对问题
进行标准化指导，内容翔实、贴近实际，在
明确职责的同时全面提高了医护人员的院
感防控意识和应急能力。

该院负责同志分析了当前疫情防控形
势，进一步强调了抗疫工作是医院的首要
大事，全院要严格按照上级防控要求，层层
压实责任，要求全院干部职工提高政治站
位，持续强化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地，
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不麻痹、不放
松，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慎终如始抓实抓细
疫情防控各项制度。并结合医院实际，对
预检分诊、发热门诊、住院部、核酸检测、疫
苗接种、医疗救治、信息上报、医疗保障等
重点部门和环节进行周密部署，要求相关
科室全面梳理发现防控环节和流程中存在
的问题，补齐短板，全力以赴落实好疫情防
控各项措施，确保做到严要求、强督查，抓
实抓细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措施，确
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秀梅）针对当前严峻的疫
情防控形势，随县万和镇中心卫生院积极响应，及时
安排部署，传达上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和精神，多措
并举，为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而不懈努力。

在这次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万和镇中心卫生院
控感部按照疫情防控院感要求，规范制定更严密、

更精细的院感防控措施。卫生院控感部以郑州市六
院和南京机场涉疫的经验教训，多次对全院医务人
员和后勤保障人员进行院感知识培训，各岗位配齐
配足防护物品，严格督导检查整改措施，真正落实
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人物同防”的防控工作
要求。

洪涝灾害后，极易造成疫病流
行。一些多年不发生或很少发生
的疫病，一些在正常年份不会发生
的疾病，由于洪水的缘故，亦有可
能发生。那么，洪灾过后，大家要
如何预防传染病呢？

注意饮用水卫生。不喝生水，
只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
水、桶装水；装水的缸、桶、锅、盆等
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对临
时的饮用井水、河水、湖水、塘水，
一定要进行消毒；混浊度大、污染
严重的水，必须先加明矾澄清；漂
白粉(精片)必须放在避光、干燥、凉
爽处(如用棕色瓶拧紧瓶盖存放)。

注意食品卫生安全。不吃腐
败变质或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不
吃剩饭剩菜，不吃生冷食物；不吃
淹死、病死的禽畜和水产品；食物
生熟要分开；碗筷要清洁消毒后使
用；不要到无卫生许可证的摊档购
买食品。

注意环境卫生。消除住所外
的污泥，垫上砂石或新土；清除井
水污泥并投以漂白粉消毒；家具清
洗一遍再搬入居室；整修厕所，修
补禽畜圈。不要随地大小便，粪
便、排泄物和垃圾要排放在指定区域。

加强家畜的管理。猪要圈养，搞好猪舍的卫生，不让其
尿液直接流入水中，猪粪等要发酵后再施用。管好猫、狗等
家禽动物。家畜家禽圈棚要经常洒灭蚊药；栏内的禽畜粪便
也要及时清理入集中粪池。

做好防蝇灭蝇，防鼠灭鼠，灭螨防螨。粪缸、粪坑中加药
杀蛆；室内用苍蝇拍灭蝇，食物用防蝇罩遮罩；动物尸体要深
埋，土层要夯实。人群较集中的地方，也是鼠类密度较高的
地方；当发现老鼠异常增多的情况需要及时向当地有关部门
报告。保持住屋和附近地面整洁干燥，不要在草堆上坐卧、
休息。

注意手部清洁，不用手、尤其是脏手揉眼睛。各人的毛
巾、脸盆、手帕应当单用，如果不得不与病人共用脸盆，则应
让健康人先用，病人后用，用完以肥皂将脸盆洗净。

对被洪水淹过的房屋内外，要开展消毒杀菌工作：一般
用“84”消毒液按 1:60比例配水后用喷雾器对应消毒的场所进
行喷洒。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前祥）为储备随县尚市镇乡村
医生后备力量，随县尚市镇卫生院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随州市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工作实施方案
的通知》文件精神，积极多举措开展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
养工作。

据了解，随州市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工作旨在用
3年时间在全市范围内招收培养一批品德好、素质高、热
爱医疗卫生事业的学生，通过 3 年医学相关专业大专教
育，培养一批具备大专学历，下得去、留得住，能扎根基层
服务的大学生村医，切实筑牢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此项工作尚市镇卫生院于 6 月份已启动，并成立了
以院长为领导的工作专班，专班成员分成两组，下到辖区
内 1个居委会及 19个村，在村委会和村医的共同配合下，
前期重点排查户籍在本镇，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经审查
合格可参加 2021 年全国普通高考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信
息，并进行相关政策宣传。为确保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
养工作落实落地，近期，尚市镇卫生院再次联合村委会、
村卫生室，根据前期排查的信息到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
生家中，与学生及其监护人进行面对面政策宣传、沟通，
积极引导报名参加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项目。

乡村医生定向委托培养工作的落地实施，将会有效
缓解尚市镇村医队伍人才缺乏问题，极大提升村医素质
和服务能力及水平，进一步提升当地群众健康水平。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金莎）8月 5日，随县中医医院介
入诊疗室顺利完成随县首例 CTO（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
塞病变）介入手术，患者完全闭塞的血管血流恢复，心肌
供血得到改善，术后恢复良好，胸闷胸痛症状得到了缓
解。此例手术的成功开展，开启了随县中医医院心脏介
入手术的新篇章，标志着该院心脏介入治疗上了新的台
阶。

77 岁的王大爷因阵发性胸痛入院就诊，心血管科主
任许山水为其进行冠脉造影检查，经过深入详细的探讨，
充分评估术中风险后与患者和家属及时进行沟通，决定
为患者实施 CTO 介入手术。

因患者病情比较复杂，术中稍有松懈极有可能被坚
如磐石的钙化阻挡，也可能因为复杂的病情误导进入假
腔。所以术中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术中血管开通虽然遇
到困难，但许山水没有半点急躁与懈怠，及时调整方案，
顺利通过闭塞段，到达远端血管真腔，成功开通血管。术
后 77岁的高龄患者症状立即缓解，并自行下床活动。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张明才、姜群、祁伟建）8 月 11 日夜间至 8 月 12 日凌晨，随县
南部遭受特大暴雨袭击，柳林镇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随县卫生健康局党组第
一时间选派精干力量，由 3名党组成员带队，15辆医疗救护车辆、50余名医疗救护人
员组成的医疗救护队伍赶卦受灾一线开展医疗救治。

面对突出其来的灾情，全体医护人员临危不惧，主动扛起救死扶伤的重任。12
日当天，在柳林镇区出动救护车 40 余台次，及时将患者转运至市县及周边医疗机构
救治。同时，抽组精干医疗力量在街道安置点现场开展医疗救护，在柳林街道安排 3
辆流动救护车巡诊满足群众的就医需求。

同时，第一时间请示随州市卫健委组织市疾控中心和市级医院救援力量带着急
需的防护物资、消毒设施、医疗药品驰援救灾一线，为灾区群众提供了坚强的医疗救
治和环境消杀保障力量。

13日上午，县卫健局再次组织县人民医院和部分镇卫生院 4台救护车 16名医务
人员替换前一天夜间值守人员，并在柳林镇区设置 1个由省市 4名专家坐诊的集中医
疗救治点，方便镇区群众就医诊疗，两天来医治患者 90余人次。

救灾不忘疫情防控。疫情防控组对安置点 192 名群众进行一天两测体温，并对
安置点群众和工作人员、120 余名志愿者人全员开展核酸检测。卫健局还及时组织
医务人员对安置点群众开展心理疏导，缓解受灾群众紧张情绪。

近日来，市县两级疾控中心组织专业消杀车辆 2台，对镇区街道及公共区域进行
全面消杀；42名专业消杀人员使用便携式消杀器 24台对镇区群众生活区挨家挨户开
展消杀，使用含氯消毒液 1000 余公斤，消杀面积达 3万余平方米，确保大灾之后无大
疫。

防汛救灾 重建家园

因疫情和雨灾影响，我市血液库存严重告急 .市中心血站及时向全社会
发出号召，呼吁市民在关键时刻为爱挽袖,为生命助力，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的广泛参与。 （随州日报通讯员 吴 松摄）

天灾无情 人间有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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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市中医医院
研发最新中医药防疫药方

万和镇中心卫生院
强化院感管理助力疫情防控

邻居李大爷患有慢性关节痛的毛病，
迷信中草药“偏方”“验方”，长期多处求
方，熬药服用，家人多次劝其到正规医院诊
治，可他总是说“偏方”管用。前不久，李大
爷发现双下肢浮肿，腰部及小便也有不适
感，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肾炎”，医生告诉他
可能与长期服用中草药“偏方”有关。

偏方是我国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
智慧结晶，长期以来流传在民间，在医疾除
病方面发挥了显著功效。但民间也有因滥
用偏方而致病情加重，甚至中毒贻误生命
的。因此，必须提高人们对中草药毒性的

认识。
有些人有了疾病后，到处打听民间偏

方，把偏方当作“救命稻草”。一些未经临
床验证的民间偏方也同样被当成正规治疗
之外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保健品、中
草药副作用不大，所以更加放心食用，有的
甚至比吃医生开的药还上心。很多患者也
不问疾病早、中、晚期，更不辨病人体质，千
人同一药 、万人共一方。病人抱着不妨

“试一下”“有效就有效，无效也无害”的心
态，殊不知很多病是“治好不容易、治坏很
容易”。中草药作为天然药物，其毒性并非

不存在。这样的乱用方法很容易给人造成
不利影响，所以选用偏方要谨慎。

中医学早就对中药的毒性有较深刻的
认识。《神农本草经》将中药分为上中下三
品，记载有“下品多毒，不可久服”。轻信偏
方以毒攻毒，会导致严重后果。中医学讲
究辨证论治，使用偏方也不例外。大多数
偏方只能够对某一个病症进行治疗，但相
似的症状其病理基础不一定相同，因此需
要的药物也必然不同。此外，患者的年
龄、性别、体质等各有差异，因此同样的
病症别人用了有效，自己用了就不一定有

效。
一般来说，偏方、土方、小验方都是

未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和药理实验的非正
规药方，其疗效并不十分肯定，而且其毒
副作用也不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有些偏
方药物配伍不合理，也会存在较大的毒副
作用。

因此，在使用偏方时，必须树立科学用
药的意识。即使是从一些媒体上看到的偏
方，也要慎重鉴别，不可盲从。每个人都应
该做到有病找专业医生，而不要轻信江湖
游医，吃药最好遵医嘱。

选用偏方要谨慎
鲁庸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