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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晋江实践

“抗原测试已呈阴性，咳嗽也没那么
紧了。感谢你们！”日前，新冠确诊患者周
锦宏难掩兴奋地通过微信向主治医生表
达感谢。

2022年 12月 20日，周锦宏出差厦门
回到晋江后，就出现了畏寒、发烧、咳嗽、
流鼻涕等症状。抗原测试呈阳性，考虑到
家有老人小孩，周锦宏第一时间到酒店隔
离。其间，亲友推荐他加入了“晋中医新
冠防治咨询专家组”微信群。在群里，周
锦宏向医生详细描述症状，并发送相关图
片。晋中医专家通过线上远程诊治，为他
开具了中药治疗处方。

“家人根据治疗处方，到附近的药店
帮忙抓了药。我服用了3天，症状明显减
轻。随后又进行抗原测试，结果显示为阴
性。”周锦宏高兴地说，感谢中医专家组一
次次耐心地答疑解惑，让他在“阳过”到

“阳康”的过程中得到有效有力的诊疗。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晋江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参与疫
情防控的特色优势，晋江市防控办制定
发布了《晋江市新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
案》，组成由全市各医院骨干中医生和专

家组成的晋江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中医
专家组。

专家组不仅为居家隔离的群众提供网
上医疗服务，及时解答中医药在疫情防控
中的治疗、预防、保健等方面问题，同时结
合目前晋江的气候、季节和人群特点，经过
反复研讨、仔细推敲为广大市民开出药方。

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推出发热5号、6号方

“中医治病讲究的是‘有是证，用是
药’，无论是感冒还是新冠预防、治疗，都
要讲究对症下药。中医药的选用同样必
须遵循中医的辨证施治。”晋江市新冠感
染医疗救治中医专家组主要负责人、晋江
市中医院副院长、副主任中医师黄伟旭表
示，晋江地处南方，临床致病容易夹湿，寒
湿过重致病为多，盲目吃药、囤药可能会
适得其反。此次晋江市医疗救治中医专
家组开出的新冠治疗方——发热 5号方
和6号方，针对不同阶段出现不同症状的
人群使用。

记者了解到，发热 5号方是按《伤寒
论》的古方大青龙汤进行加减，即在大青
龙汤里面去掉大枣，加入柴胡、葛根、黄
芩，针对的是怕冷、发热、无汗、口干、咽
痛，以及肌肉酸痛等症状，起到发汗兼清
里热的作用。

市民陈丽萍是发热 5 号方的服用
者。“去年 12月 21日那天得知自己阳性，
一开始有发烧、怕冷、全身酸痛的症状，我
就咨询了中医专家组的医生，并在阳性后
的第二天开始喝发热 5号方的中药包。”
小陈回忆说，刚开始时，一天喝 3包中药
包，喝完之后全身舒畅不少，感觉不再怕
冷，也没有全身酸痛，烧也退了。阳性的
第三天，小陈继续喝了3包中药方，“不适
的症状基本消失。”

而 6号方则是根据麻杏石甘汤进行
加味，从中加了银花和生姜，减去具有散
寒作用的桂枝。“患者发汗之后，怕冷症状
减轻，但仍然有发热、口干，热象增重，这
就需要以宣肺泄热为主了。”黄伟旭介绍
说，有的患者刚确诊时并没有表寒的症
状，只是口干、发热、咽喉痛，可以直接使
用发热6号方。

市民陈朝凤是发热 6 号方的服用
者。一直觉得中药很苦的她，因为受不了
咳嗽，在中医专家组医生的建议下，服用
了发热 6号方。“阳性后的第三天开始咳
嗽，而且咳得比较严重，当时吃咳嗽药也
没用，润喉糖也只是缓解。当时喝完中药
包，隔了几个小时就没有再咳嗽。此后只
要有咳嗽，就会再喝一下中药包。”陈女士
说，她是 6号方的受益者，她也向身边阳
性的亲戚朋友推荐喝此药方。

（下转2版）

防治新冠 中医“有方”
本报记者 李玲玲 阙杨娜

本报讯（记者 许春）“家门口”寻医问药，紧急时
村医上门。昨日，记者走访晋江东石镇了解到，由东石
镇中心卫生院与各村（社区）卫生所织就的两级医疗
网，有效保障着疫情期间基层群众的就医需求。

“许医生，孩子有点发烧，请您给看看。”昨日下午，5
岁的小瀚在妈妈的带领下，走进井林村第一卫生所。因
为发烧，小瀚额头贴着退热贴，还有点咳嗽流鼻涕。

“滴，39.2℃。”村医许荣源给孩子测了体温，听了
心跳，检查了肠胃等，又询问了孩子相关情况。“回去
后，给孩子按时吃药，再观察一下体温情况，如果没有
退烧再给我打电话……”根据孩子的病症，许荣源一边
写病例、开方子，一边嘱咐小瀚妈妈应该注意的事项。

井林村有 7000多人，共设了 3个村级卫生所。许
荣源既是卫生所的村医也是井林村的村委，他的卫生
所挂钩井林村第1、2、3网格共计2700多人。疫情发生
后，他大部分时间扎在了卫生所里，最多时一天接诊了
60多位病人。夜间或凌晨，遇到村里孩子发高烧时，
他上门看诊也是常事。

“相比高峰期，这几天看诊的群众数量已经开始回
落。这段时间以来，在镇中心卫生院和医药公司保障
下，药品都够，就是价格会有些波动。”许荣源说，因为
妻子在安海镇当村医，为了全身心接诊病患，他们把两
个孩子送到了父母家照顾。

东石中心卫生院院长苏杭州介绍，东石镇村级卫生
所共有84家，该院公共卫生科会每日统计各卫生所的
药品需求，保障药品的供应稳定。同时，该院还组建了
专家团队点对点挂钩各村，满足基层问诊、转诊需求。

“基层卫生所满足了大部分轻症患者的就医需求，
去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卫生院共接诊了150多位病
人，目前住院病人 80多人，主要以轻型和普通型患者
为主。”苏杭州说，东石中心卫生院是晋江市三家基层
卫生院“亚定点”医院之一，同时也是晋江市第二医院
（安海医院）医共体成员，遇有转诊需求的病人时，还可
点对点向晋江市第二医院转诊。

药品管够“家门口”看诊

东石84家村级卫生所
兜起就医保障网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记者从晋江市英墩
华侨医院获悉，为帮助新冠阳康者改善相关临床症状，
该院特别开设的“新冠阳康中医调理门诊”昨日正式开
诊。

据悉，今后，每周一至周日上班时间，该院中医医
生将通过中药调理、艾灸、针刺、点穴推拿、中药熏洗、
穴位埋针等方式，为群众提供阳康后的中医诊疗服务。

本报记者 林小杰

昨天是2023年首个工作日，晋江以多云到阴天气
为主，午后全市最高温在 16℃~18℃之间，较前几日有
些回暖。

瑞雪从晋江市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明两天晋江
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今天白天，沿海将有
8~9级阵风，明天起沿海风力有所减弱，但也维持在7~
8级阵风，请海上航行和作业船只注意安全。近期气
温逐渐回升，早晚温差将加大。瑞雪提醒大家，注意关
注天气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寒保暖工作。

今天阴转多云，11℃~17℃，沿海东北风6~7级、阵
风8~9级；明天多云，13℃~20℃，沿海东北风5~6级、阵
风7~8级；后天阴，13℃~20℃，沿海东北风4~5级、阵风
6~7级。

昨日下午，晋江市罗山街道福埔社区网格员陈金
石要到社区探访低保户、困难户和独居老人，了解他们
的近况。出发前，陈金石特地和我说，“路窄，我骑摩托
车载你，风很大，要有心理准备。”“好的，没事。”

刚到58岁的陈连户家门，他正照顾着92岁的母亲
王爱治。一看到陈金石，陈连户便絮絮叨叨地向他诉
说着母亲的身体状况和家中的琐事，并感谢陈金石在
一周前，为他们家送了口罩和感冒药。

10多分钟的交谈后，陈金石叮嘱陈连户，“你平时
要是有什么事情，就给我打电话。”

走出陈连户家中时，陈金石告诉我，陈连户因患有
心肌梗塞，无法外出工作，一家共有3名低保对象。

说话间，我们来到了84岁的许凤选老人家中。一
看到陈金石，坐在昏暗屋子中的许凤选立即撑着椅子
的扶手站起了身，用浓重的鼻音打着招呼，并说起自己
这两天的身体状况。“生病了，身体有时会痛一下。”许
凤选说，虽然自己独居，但是社区人员和孙子都给她送
了药，“这两天我一直喝水，舒爽了一些。”

“她老伴去年年初走了，老人一直一个人居住，又
不太懂得使用电话，所以社区领导特别交代要守护好
老人。”边走出许凤选的家，陈金石边这样跟我说。

一个多小时里，我和陈金石先后探访了福埔社区
的低保户、困难户和独居老人共6户。每走一户，陈金
石都能把对方的家庭情况和我详细说明。

“社区一直很关注这些老人的生活情况，我们安排
专人第一时间为老年人排忧解难，保障特殊时期老年
人的服务需求。”福埔社区党支部书记陈汉钊告诉我，
和我一起去探访老人的陈金石，在去年12月26日为社
区15户老人送了药后，第二天便“阳”了。转阴的第一
天，陈金石便迫不及待地想去看望这些老人。

室外的风有大，气温有点低，但听到这样的话，我
的内心却是暖乎乎的。

像陈金石这样的网格员，晋江还有很多。他们通
过上门探访、微信电话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生活情况，为他们送药、送抗原检测等，守护
着他们的安全。

本报记者 曾舟萍

守护

多云天气为主
气温逐步回升

晋江市英墩华侨医院开设
新冠阳康中医调理门诊

本报讯（记者 李玲玲）昨日下午，晋江市市长王
明元主持召开市政府工作专题会议，部署经济运行、疫
情防控、安全生产等工作。

王明元指出，当前正值特殊时间节点，各项工作任
务繁重。各级各部门要慎终如始做好年终岁首各项工
作，确保顺利平安收官，为一季度“开门红”打好基础，
创造和谐安定的环境。

王明元要求，要坚决收好官、交好卷，强化经济
运行调度，下沉一线督导服务，点对点协调，确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要全力保健康、防重症，全面彻底
摸排重点群体，建立“网格+家庭医生”服务保障机
制；要强化药品物资保障，快速配送直达网格；要加
快老年人疫苗接种，抓早抓紧落实，确保应接尽接；
要加大老年人健康监测、就医用药等知识宣传力度，
结合村规民约，引导群众简办红白喜事、民俗活动，
确保平稳有序渡峰转段；要压实网格兜底责任，加强
电话抽查和实地督导检查，确保各项工作穿透落实
到位。要着力保安全、守底线，紧盯消防、道路交通、
春运、建筑施工、危化品、烟花爆竹、景区和非景区景
点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强化动态监
管，确保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

晋江市领导丁鸿雨、吴尊意参加会议。

慎终如始 抓实抓细 确保收好官开好局
晋江市政府工作专题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蔡斯洵）昨日上
午，晋江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商会，
会商医疗救治、药品储备供应、物流
配送和公共交通运转、生活物资市场
保供等相关情况。晋江市领导张文
贤、王明元、吴志朴、王也夫、丁鸿雨、
吴尊意、吴丽婷参加会议。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贯彻落
实好各级决策部署，围绕“保健康、防

重症”，因时因势优化策略，确保疫情
防控转段平稳有序。

会议要求，要完善调度机制、优
化指挥体系，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
报，确保政令畅通、信息对称。要加
快补齐短板，统筹急诊床位、重症床
位等医疗资源，整合医疗系统人员力
量，加强重症医学培训，切实提高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保障重症救治和正

常医疗秩序。要加强重点人群健康
服务，强化养老和社会福利机构等重
点场所疫情防控，依托网格化管理，
摸清摸准辖区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
患者等重点人群健康情况，充分发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网底”作用和家
庭医生健康“守门人”作用，及时做好
特殊困难群体医疗救助和兜底保障
工作。要全力保供稳价，完善应急保

供预案，加强市场监测预警，加大储
备投放力度，畅通物流配送环节，确
保重要民生商品、医疗防疫物资及药
品供应充足、配送顺畅、价格平稳，有
效保障群众就医用药和生活需求。
要做好水电油气安全保供，加强供需
监测和协调保障，满足城市运行需
求。要强化春运期间服务保障，灵活
调配运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加

大科普宣传教育，加强防护、用药、就
医等指导，引导群众主动学习掌握健
康技能，注意做好个人防护。要引导
群众“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世事少
办”，开展“去陋习、减负担、少浪费、
树新俗”活动，减少人群聚集，减少交
叉感染。要进一步关心关爱医务人
员，制定出台相关措施，最大限度调
动医务人员积极性。

保健康防重症 确保疫情防控转段平稳有序
晋江召开疫情防控工作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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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月3日 星期二
地点：罗山福埔社区 天气：晴

医务人员按方抓药。本报记者 董严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