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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前是吃饱还是空腹？
献血时是不能空腹的，一般献血前4小时之内应进饮进

食。为了保证血液质量，献血前应当吃些清淡少油食物，如
稀饭、馒头和面包等。

在献血前一天晚上和当天早晨，不要吃过多油腻食物，
如肥肉、油饼等，因为捐献含有大量脂肪的血液，会使所献
血液不符合标准，也不利于受血者的健康。

（商丘市中心血站供稿）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我儿子今天晚上就回来
了，他最喜欢吃我炸的丸子和萝卜味的包子，我要让他
一到家就吃上。”1月 15日，梁园区李庄乡沈楼村村民
沈其星告诉记者，他儿子在云南工作，已经 3年没有回
家了。一说到儿子回来，老两口高兴得合不拢嘴，妻子
在厨房里用手精心挤捏好一个个圆形的丸子，轻轻放入
锅中油炸，沈其星凌晨 5点便起床了，把家里的角角落
落收拾得干干净净。

农历小年已过，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市区大街小
巷、商场超市、各大景区人气旺盛，年味日渐浓厚。与
此同时，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越来越多的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农村集市也开始人头攒动，处处呈现
着新年的喜庆氛围。“乙类乙管”后，我市如何做好春
节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做好新形势
下的疫情防控工作，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组织架构由原
来的“一办五处”调整为“一办九专班”，抽调成员单
位骨干人员，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集中办公，全面做好
新阶段各项重点工作。

当前我市第一波感染高峰已过，农村地区普遍存在
疫情防控经验不足、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疫苗接种率
低、农村老人和儿童自身防护能力和意识薄弱、医疗救
治能力不足等问题。随着返乡人员的大量增多，农村地
区是春节疫情防控工作的重点。

春节前后我市预计将有小波感染高峰，群众仍然树
立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

生活习惯，尽量减少一些大规模家庭聚集活动和聚餐聚
会人数，缩短聚餐时间，尤其要避免把感染风险传递给
家中老年人，积极接种疫苗，加强健康监测、密切关注
自身和家人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等症状，或者检测阳性，要尽可能待在通风好、相对
独立的房间，尽量减少与同住人员接触，密切关注病情
进展，如果病情加重要及时就医。

“我今天又打电话储备了一批药品，药品备足了才
能保证救治。”1月 14日，梁园区谢集镇王布口村村医杜
广斌告诉记者，他多方协调储备了一些救治药物，遇到
重症、危重症的患者和救治能力不足时，他还会主动上
报上级医疗机构或者让患者自行到上级医疗机构就诊。

目前，我市药品和各类防疫物资需求量大幅下降，
生产企业已经根据情况及时调整生产线，并根据省、
市监测研判专班提示，做好相关药品的准备工作。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通过建立台账、日报告制度等加强监测调
度，做好生产要素保障工作，并指导企业落实保供工作
要求。前段时间，我市退热、消炎、止咳、抗病毒等药品短
暂短缺，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紧急协调了40.8万片退烧药
向市民免费发放，解决了部分群众的用药需求。

在医疗救治方面，我市落实“保健康、防重症、强
救治、优服务”要求，坚持日报告、日分析、日研判、
日调度制度，成立了新冠病毒感染医疗救治总医院，澄
清重点人员台账，全市58家二级及以上医院发热门诊应
开尽开，21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发热诊
室（门诊）全覆盖，19家一级医院均设置了发热诊室，

所有的发热门诊（诊室）最大化扩容，全方位保障发热
患者就诊，严格落实急危重症绿色通道制度，畅通急诊
通道和急救衔接，开通“商丘市发热咨询平台”“商丘
市级医院互联网总平台”和“商丘市新冠病毒感染远程
会诊平台”三大线上服务平台，确保兜住全市医疗救治
和生命保障的底线，实现重症医疗资源倍增，储备抢救
设备，落实分级诊疗服务。

该负责人表示，我市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新形势
和新任务，坚持全市疫情防控一盘棋，各部门和相关单
位协同联动，有序开展春节期间防疫药品供应工作，全
面加强医疗资源调配和储备，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新冠
病毒感染者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不断优化分级分类诊
疗方案，切实提升医疗救治能力，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

我市准确把握当前疫情防控新形势和新任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新冠病毒感染者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

确保群众度过平安健康和谐春节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近年来，睢阳区加快补齐公共卫生制
度短板，持续推动体系健全、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切实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

完善疾控中心标准化建设。提升监测检验技术能力，22家
公立医院均建设了标准生物检测实验室，高标准建设了7个核酸
检测实验室，加强医疗机构疾控工作，完善医防协同机制，常态
化开展监测预警、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早期筛查、健康教育促
进，提升传染病监测预警意识和能力。

有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完善公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
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高规
格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体系，以区卫生健康机构
为主体，相关部门密切联动，积极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加强队伍
建设，强化应急演练，提升重大疫情应急响应能力。

强化重大疾病防控。适时扩大国家免疫规划，推进健康教育
活动进万家，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90%以上，持
续推进老年和基础性疫病人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推进重点慢性
病防治体系建设，提升基层慢性病规范防治能力，规范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管理治疗，强化健康屏障保障。

切实推进职业健康。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持续推进预
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强化源头治理，做实职业危害调
查，指导各类企事业单位申报职业病危害项目；综合运用监督执
法措施，持续深化重点行业领域尘毒危害治理，巩固尘肺病防治
攻坚成果。

睢阳区

持续推进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本报讯（记者 谢海芳） 1月 13日，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
“一办九专班”会商会，这是组织架构优化调整后召开的首次会
商会。各专班明确了工作职责，对当前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汇
报，并学习了《关于调整商丘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指挥
部组织架构的通知》（商疫防指〔2023〕1号）。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疫情防控重心转向
“保健康、防重症”，根据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部署，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结构框架由原来的“一办五处”调整为“一办九专班”（“一
办”指挥部办公室，“九专班”指医疗救治专班、医疗物资保供
专班、农村地区专班、监测研判专班、交通专班、教育专班、民
政专班、妇幼专班和安全稳定专班），抽调成员单位骨干人员，
在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集中办公，全面做好新阶段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要求，春节临近，返乡人员增多，各专班各成员单位要
各司其职，主动作为，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要
着力抓好医疗救治工作，做好相关药品的储备与调配，提升基
层医疗机构诊疗能力；各专班要定期报送疫情工作开展情况，及
时开展疫情监测研判；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市民继续做好个
人防护。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召开“一办九专班”会商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交通事
故、高处坠落等外伤导致的骨折患者
逐年增多，其中许多需要手术治疗，
术中常常会使用钢板、螺钉、钢丝、
克氏针和髓内钉/针等内固定物，很
多患者会在手术前、出院时或门诊复
查时问医生：“这个钢板要不要拿出
来？什么时候拿出来？”

绝大多数人认为，骨折一旦愈合
了，内固定物就“没有用了”，而且内固
定物材料在人体内是异物，长时间留
置多少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内固
定物还是取出来好。但是，内固定物
到底取不取？什么时候取？这个就需
要根据每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而定。

内固定物要不要取
1.有些内固定物要尽早取出
主要是对肢体功能造成障碍或对

临近组织产生刺激的内固定物，如：

髋关节的内固定物、下胫腓联合处的
内固定物等。

2.有些内固定物可以不取出
（1）上肢内固定物，AO（国际内固

定研究学会）认为上肢内固定物没有
必要取出、不推荐取出，因为取出内固
定物需再次手术，增加创伤，而且有可
能伤及临近的血管、神经等组织；

（2）年龄大且内固定物又无明显
影响的患者；

（3）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如：艾
滋病等免疫缺陷疾病、严重肝炎患者
等，或者局部循环障碍如糖尿病、周围
动脉血栓形成、贴骨瘢痕等，如要取
出，一定要认真权衡利弊；

（4）内固定物放置的位置，有些
内固定物置于重要血管或神经周围，
或取出后可能引发再次骨折，可以不
取，骨盆骨折内固定病人多无异常感
觉，且取出较困难、创伤大，也大可

不必取出；
（5）下肢骨折内固定物通常需要

取出，不过单一螺丝钉内固定物或老
年患者也可不取。

哪些内固定物必须取出
（1）内固定物可能或存在污染/

感染；
（2）发生过敏反应的内固定物，根

据患者反应的强度决定是取还是留；
（3）外固定架或克氏针，容易发

生移位或针道感染，一般需要完全
取出；

（4）如患者还需要关节松解、神
经松解、肌腱松解或瘢痕修整等再次
手术治疗，如果此时骨折已经完全愈
合，可以一并取出内固定物。

什么时候取
内固定物如果需要取出，取出时

间因人而异，但一般不应过早。成人骨
折建议术后 1年以后取出内固定物，
儿童骨折多数在术后 3—6月拆除为
佳，而一些特殊内固定物（如克氏针、
下胫腓韧带螺钉）则需更早拆除。对
于考虑拆除内固定物的患者来说，建
议定期门诊复查，听从主治医生安排。

骨折术后内固定物取出还是留置
商丘市第一人民医院 崔 峰

X线造影、超声、CT、核磁共振
等均可以对肝结节进行检查，但
是，同一受检者不可能都选。

受检者要了解上述检查方法
的原理及侧重点。超声检查简便
易行、费用较低，可以解决肝脏常
见疾病的检查；CT肝脏检查主要
是对超声检查发现的病灶进一步
定性，一般选肝脏多期动态增强检
查，但对碘过敏者禁用，对肾功能
障碍者慎用；核磁共振肝细胞特异
性对比剂增强检查，既可以了解肝
脏CT多期增强检查所见，在胆汁
排泄的特异期，还可以发现肝细胞
的功能变化，即不但发现肝组织的
血供异常，更早地发现肝细胞功能
的异常，对于肝脏病变的进一步定
性提供了可靠依据；X射线碘剂血
管介入造影，根据肝脏病变血供特
点，对病变性质的鉴别提供依据，
但操作复杂，碘过敏者禁用，一般
仅用于肝脏病变的介入治疗。

鉴于上述几种检查方法的特
点，肝脏结节的筛查与随访复查
宜首选超声检查，肝脏结节的定
性首选核磁共振特异性对比剂增
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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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市民来到“商丘好人”广场献血屋献血，以无偿献血的方式迎接新春佳节。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栋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壮伟 通讯员 焦华噗）“这春联写得真好，

不仅字写得漂亮，寓意也好，我很喜欢。”夏邑县火店镇马庄村
村民对呈现在眼前的一副副春联连连称赞。

1月14日上午，夏邑县人民医院邀请市、县书法家协会的 6
名书法家开展“迎新春送万福”活动。活动现场，书法家们挥毫
泼墨，落笔沉稳，一气呵成，一副副散发着清新墨香的喜庆大红
春联展现在大家面前，洋溢着新春的喜气。行书、隶书、楷书风
格各异，凭笔寄意，以字传情，寄托着书法家们对百姓浓浓的祝
福。闻讯赶来领取春联和“福”字的村民络绎不绝，驻村队员们
将满载祝福的春联和“福”字送到村民手中，村民们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

小小的春联为即将来临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也
营造了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乡村文明新风尚。

夏邑县人民医院

义写春联送“福”到家暖民心

近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老年患者、有
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感染人数逐渐增多，夏邑县第二
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医院科学统筹谋划，本着

“保健康、防重症”的原则，全力做好患者救治和日
常医疗服务。

为全力应对当前形势下的高负荷医疗救治任务，
该院强化组织领导，完善应急机制，科学统筹救治力
量。院领导班子每天召开医疗救治工作协调会，及时
了解全院床位资源、临床科室每日患者救治情况，协
调解决人员、物资、药品供应，统筹全院资源，畅通患
者救治的生命通道，在增开急诊病区的同时，以“应收
尽收，保障救治”为原则，适时调整、不断优化救治方
案。对于减员严重的病区，整合医护力量，弹性互补，
做到我缺人时你来补，你忙不过来我来帮，全力保障
了每个病区的运转，以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现在每天出诊50余次，比同期增加3倍，就诊人
数增加2倍，其中重症患者增加2倍以上，工作强度和
压力太大了。”急诊科主任张文奇说，在生病第三天，
他忍着头痛乏力、关节疼痛，坚持返回工作岗位，急危
重患者太多，他还挂念着要去急诊病房查房……他们
用最坚强的意志和柔弱的血肉之躯，坚守患者的健康
安全，挺立在医院的最前方。

在心内科，面对人员少的压力，70多岁的名誉院
长、省劳模陈实良坚守在医院坐诊。“陈院长都这么大
岁数了，仍然带头每天坚守一线，给大家尽量提供保
障，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病人。”该院办公室主任王孝
继说。

在急诊科，患者李东东（化名）说，他 70多岁的老
母亲急需住院治疗，跑了两家医院都没有病房，到这
里后也都住满了，急诊科主任张文奇就在他的办公室
里临时铺张床，让他父亲住下接受治疗。

有的科室医护感染率超 80%，能上岗的医务人员
寥寥无几，仍在24小时内收治50多名患者，超负荷、长
时间持续工作，他们很难挤出吃饭和休息的时间，而

是选择强忍着身体上的不适，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救治患者。
这只是众多奋战一线的医护工作者的缩影，所有身体不适的医务人员在症

状好转的情况下都第一时间返岗，只为能够为同事分担工作压力，为患者提供医
疗保障。

CT室、放射科、B超室、检验科、住院部、门诊收款、门诊药房等医技科室作
为医院的窗口单位，减员不减量。连日来，CT室的医务人员日夜坚守，每天都
要完成 200多个CT。一边是感染人数越来越多，一边是与日俱增的工作量，危
急时刻，一人承担起三人的工作，“让感染发烧的同事再多休息几天吧，我们没生
病的继续坚持”“我好些了”“我没事”“我来吧”……简单的话语，让大家心往一处
想、拧成一股绳，配合临床科室共同承担起医疗诊治等各项工作，为临床诊断提
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撑。

夏邑县第二人民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医院通过不断畅通就医渠道、快速扩
容重症救治能力，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全力做到“保健康、保重症、防死
亡、防恐慌”。医院将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信念宗旨，统筹谋划、攻
坚克难、协调配合，全力保障患者医疗救治，扛起公立医院的社会使命与责任担
当，为全县人民群众健康保驾护航。

为
百
姓
健
康
坚
守
﹃
医
﹄
线

—
—

记
夏
邑
县
第
二
人
民
医
院
医
疗
健
康
集
团
总
医
院

本
报
融
媒
体
记
者

张
壮
伟

通
讯
员

代

艳

科普知识

近日，夏邑县中
医院医疗健康集团总
医院骨伤科患者将一
面印有“妙手回春
医德高尚”字样的锦
旗送到副主任医师谢
甲的手中，并衷心感
谢该院医护人员在其
住院期间的精心治疗
和照顾。

本报融媒体记
者 张壮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