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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昊报道：记者从昌吉州疾控
中心获悉，2022 年 12 月 27 日昌吉州全面启动新
冠疫苗第二剂次加强针接种工作。符合接种条
件的居民可以就近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等疫苗接种点进行咨询、接种。

2022年12月14日，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印
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实施方
案的通知》，昌吉州迅速响应。在接种人群上，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
接种的基础上，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
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
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在接种
时间上，按照国家方案，目前执行的第二剂次加
强免疫与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时间间隔为 6 个月
以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冠病毒感染期间不
可以接种疫苗，感染后6个月才可接种。

昌吉州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巴依都
拉表示，接种新冠疫苗后，随着时间推移，疫苗
产生的中和抗体水平有所下降，针对感染的保
护效果下降较为明显，但在细胞免疫的作用下，
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针对重症或死亡保护效
果。接种第二剂次加强针后，可以在短时间内
激活免疫系统，重获针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
高水平中和抗体，更好地提升保护能力。

据了解，昌吉州使用的新冠疫苗第二剂次
加强针都是经国家批准附条件上市或紧急使
用的注射式疫苗。目前全州共设置新冠疫苗
第二针加强针疫苗接种点 182 个，其中固定接
种点 81 个、临时接种点 26 个。还组建了 75 个
入户接种小分队，针对 60 岁以上的失能、半失
能 老 年 人 ，或 其 他 特 殊 群 体 提 供 上 门 接 种
服务。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面对患者增加、人手吃紧的局面，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以下简称“新
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的全体医务工作者舍小
家、顾大家，挺身而出、并肩作战，用实际行动展现

“白衣战士”的勇毅与担当。

急诊医学科：
日夜坚持，争分夺秒

近期，急剧增加的新冠感染患者，使医院急诊
医学科遭受到巨大压力。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
急诊医学科主任顾俊文介绍，自 2022 年年底以
来，医院急诊医学科每日就诊量从100人次增加
到每日300多人次，急救车辆从每日出诊十余趟
增加到每日40余趟，拨打120紧急救护的大多是
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发热惊厥的小孩和急危重症
患者等群体，由于患者数量持续增加，急救中心面
临着空前的压力，每个班次的医护人员都忙得像
陀螺一样，一刻不停歇。

与此同时，科室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的数
量也不断攀升。为最大程度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救
治，很多医护人员克服自身困难，坚守在岗位上，
守护着患者的健康。一些医务工作者家里老人、
小孩感染了新冠病毒，他们也没有时间照顾，面对
困难和压力，医务人员相互扶持，相互顶班，从未
让紧张的医疗救治工作中断。

“急诊病人数量比平时增加很多，我们的队伍
中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有同事发烧倒下了，马上
就有人主动顶上去。”顾俊文说。2022年12月24
日，顾俊文感染了新冠病毒，高烧39℃、头晕、乏
力……他没有选择居家休息，吃了退烧药后，便又
急忙返回了工作岗位。今年53岁的王琴在急诊
医学科工作多年，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后，她仅休息
了一天，就立即回到了工作岗位。“我在急诊医学
科工作的时间久，经验多，在这特殊时刻，我更要
发挥余热，坚持在岗位上救治患者。”王琴说。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站好疫情防控每一班岗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专门收治呼吸系统疾
病患者的科室，科室医务工作者面临的感染风险
高，工作也非常艰辛。“目前科室人员不足、病人
多、资源紧张，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没有人退缩，
全体人员坚守岗位，兢兢业业救治患者。”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负责人王燕介绍说。

在疫情冲击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门诊的

每日患者数量可达150到200余人次，较之前翻了
五六倍，处于高饱和状态。对此，医院积极扩展病
房面积、增加床位，同时协调外科、中医科等科室
医护人员支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对患者做到
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我们从原先36张床位，扩展到现在的80多
张，同时协调其他科室增援，根据患者病情实行轻
重分流治疗，普通型的患者收治普通病房，对于危
重症的阳性患者，科室采用无创呼吸机、高流量吸
氧仪救治低氧呼吸衰竭患者，保障患者的生命健
康安全。”王燕说。

自从 2022 年 8 月至今王燕一直坚守在岗位
上，一天都没休息过，接受记者采访时王燕的嗓音
沙哑疲惫。“其实我特别想好好睡一觉，哪怕就一
天。但是处于特殊时期的重要科室，患者需要医
生，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每位医务人员在此刻
都肩负着重任，不能离开‘战场’。”王燕说。

其实，医院里像王燕这样坚守岗位的医生还
有很多，“阳了”1天就申请返岗的57岁医生余虹、
家里亲人去世参加完追悼会便匆匆返岗的医生朱
晖、怀胎4个月但仍然每日坚持出诊的医生布里·
布丽……他们是千千万万“白衣战士”中的一员，
他们牵挂人民的健康，心系患者的安危，因此白衣
执甲，冲锋陷阵，奋力坚守，救死扶伤，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医者仁心的使命职责。他们没有坚不可摧
的身躯，只有一颗与疾病赛跑的坚韧的心，面对艰
难险阻，强大的心理压力和工作挑战，他们不舍昼
夜、负重前行，用最朴实最坚定的行动守护着人民
群众的健康。

本报讯 记者常昊、通讯员
路晓丽报道：随着我国新冠疫情
防控进入“乙类乙管”新阶段，医
院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
健康、防重症”，为积极应对新冠
疫情的形势变化，确保新冠康复
患者得到精准、高效的康复治
疗，发挥中医中药在“保健康、防
重症”中的独特优势，新疆医科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于
1 月 6 日新增新冠中医康复门
诊。这也是昌吉州首个新冠中
医康复门诊。

据了解，新冠中医康复门
诊由该院中医科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疫情经验丰富的医生
周一至周六全天坐诊。通过中
医个体化辨证施治，发挥中医
治未病在“瘥后防复”方面的优
势，将特色中药治疗与中医技
术相结合，缓解患者感染新冠
病毒后出现的咳嗽、乏力、失
眠、心慌胸闷、身体酸痛等不适
症状，帮助患者调理体质、提高
免疫力，更好地保障广大市民
的健康。

本报讯 记者李思佳、通
讯员王淅报道：“原本想坐班车
到市区医院检查下身体，没想
到 CT 车就开到了家门口，真
是太方便了！”1月5日，一辆写
有“移动CT诊疗车”字样的医
用车辆停靠在昌吉市六工镇卫
生院，昌吉市人民医院放射医
学科医务人员正在有序地为该
镇患者进行CT检查。

据了解，此台车载移动
CT检查车是一台先进影像医
疗设备，是昌吉市首次引进，曾
用于昌吉体育馆改建的方舱医
院，后交由昌吉市人民医院管
理使用，此举也是推进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落实惠民医疗服
务的一项重要举措。

作为一个独立可移动式的
检查空间，该车配备了16排车
载螺旋CT机、后处理工作站，
可实现头部、肺、脊柱（颈椎、胸
椎、腰椎）、腹部、盆腔等全身
CT扫描检查，具有智能成像、

快捷稳定、成像清晰等优点。
昌吉市人民医院医共体办

公室主任马大鹏说：“此台车载
移动CT检查车主要用于基层
医疗服务，尤其在近期新冠病
毒感染或肺癌筛查等肺部疾病
诊断、治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根据实际需求，我们将第
一个站点设立在了紧密型医共
体单位——昌吉市六工镇卫生
院，后期将有计划性安排放射
技师跟车，前往 8 家医共体成
员单位开展巡诊医疗服务工
作。”昌吉市人民医院信息科也
在积极对接增加与医院影像系
统的网络接入，以实现疑难、复
杂病例远程观片、会诊等功能。

该设备的投入使用，不仅
填补了昌吉市域内一级医疗机
构 CT 检查的空白，而且降低
交叉感染率，提高救治率，减少
了医疗费用支出，使村民足不
出镇，即可享受方便、快捷、高
效的医疗服务。

本报讯 记者王硕报道：
为充分发挥基层医疗机构功能
作用，满足市民看病就医的需
求，近日，昌吉市建国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将辖区核酸采样屋
改造为便民医疗服务点，联合
医共体单位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昌吉分院医务人员，
在建国路街道辖区所有社区进
行医疗巡诊，通过在各小区设
置便民医疗服务点，给居民提
供近距离、方便快捷的健康服
务。

1月5日，记者走进昌吉市
建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
内的核酸采样屋上悬挂着印有

“便民医疗服务点”字样的横
幅，走进屋内，一名医生正在给
前来就诊的患者问诊。服务点
配备了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
等基础医疗设施设备，除问症
把脉外，服务点还为辖区居民
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导、疫苗

接种等咨询服务。
建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主任张文雯说：“便民医疗服务
点主要面向新冠病毒感染的轻
症患者提供咨询、诊治服务，其
流程简化便捷 ，在家门口就能
解决群众的就诊需求，如遇患
者症状较重或突发意外情况，
医生会评估后转诊上级医院，
让患者放心就诊。”

昌吉市桃园新城小区居民
张女士说：“这个医疗服务点很
方便，医生看诊、配药、结算都
很快，而且医生还给我们宣讲
了健康知识，我很满意。”

张文雯表示，建国路街道
共有15个社区（行政村），每个
社区会在指定小区设立便民医
疗服务点，医护人员会根据辖
区居民就诊情况调整巡诊时
间，建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计划1个月以内巡诊完辖区全
部社区。

1月5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负责人王燕正
在查房，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评估病情。

马晓蕊 摄

昌吉州开展新冠疫苗第二剂次
加强针接种工作

昌吉市建国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核酸采样屋“变身”便民医疗服务点

车载移动CT检查车开到镇卫生院

村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民医疗服务

昌吉州首个新冠中医康复门诊正式开诊

他们是普通人 更是“白衣战士”
本报记者 常昊 通讯员 马晓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