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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蒋虎雄 通讯员张筱晨

15岁的儿子厌学，成天捧着平板电脑
玩，仙居的张女士很是着急。在当地的私立
心理咨询机构看了几次，钱花了不少，效果
却不明显。

7月7日，仙居县第五人民医院的一场
大型义诊活动，让张女士和孩子足不出县，
就看上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
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顶级专家。

“那里的专家一号难求，放暑假后，我
网上预约了几次都没成功。”张女士高兴地
说。

像张女士这样喜出望外的患者家属，
当天还有很多。免去了往返杭州诊疗的奔
波之苦，还省掉了数百元的专家挂号费，大
家无不叫好。

仙居县第五人民医院是精神专科医
院，6月底整体搬入新院区。由该院和福应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度乡卫生院组
成的五院融合体，开始全面融合运行。

“搬迁新院如果搞庆典仪式，可能要
花几万元钱。”该院党支部书记吴肖军说，

“眼下我们正在推进清廉医院建设，我们
觉得请省里专家过来义诊，更实在也更有
意义。”

请来的专家，包括4位主任医师和2位
副主任医师，都是全省精神卫生诊疗方面
的“顶流”。比如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陈致
宇教授，挂号费就要 800元，且每天仅限 6
个号，堪称该领域的“天花板”。

义诊消息一发布，市民纷纷通过仙
居县第五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心理
咨询热线等途径预约。因为精神科有其
特殊性，需要“一对一”诊疗，义诊人数控
制在 70人。

长期受睡眠问题困扰的李女士，这次
如愿以偿。服药、喝牛奶、听音乐、吃保健品
等方法，她都尝试过，始终见效不大。当天，
她得到了主任医师、睡眠障碍专家余正和
的面对面诊疗。“之前想去杭州找他看看，
一直挂不上号。”

这种喜悦发自内心。精神疾病患者看
病，往往需要家属陪同。去杭州、上海等地
的大医院看，专家号难挂不说，有时候还得
住一晚，就医成本高，非常不容易。

“聚焦群众所需所盼，我们一直在发
力。”吴肖军说，今年以来，仙居县第五人民
医院以“廉洁行医下基层”活动为抓手，推
动医护人员进村社、进机关、进学校、进企
业，全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体检等服务。

据不完全统计，1至 6月份，在该院的
各项下基层活动中，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
达2000多人次。

“切实让群众在清廉医院建设中感受
到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健康仙居做
出新的贡献，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吴
肖军说。

仙居五院搬新院不搞庆典，请省级专家团队来义诊

足不出县看名医 患者家属都叫好

本报讯（通讯员陈蒙琦）“法官，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感谢你们，以前我还一直对法院存有偏见，还
打电话骂你们……”7月 10日下午，天台县人民法
院执行干警将执行款送到身有残疾的申请人李某
床前时，李某几次想下床感谢，都被法官轻轻“按”
回床上。至此，这起跨越 15年的交通事故案件在该
院三任执行法官接力之下，终于得以圆满解决。

2008年，王某因骑电瓶车过快，将李某撞倒，造
成李某双腿残疾，从此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
交警认定王某负全责，随后法院判决王某赔偿李某6
万元。由于当时办案系统不完善，各部门信息无法共
享，执行法官未发现王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再加上
王某又玩起了失踪，导致案件一时无法执行完毕。

该案经第三任执行法官接手后，运用目前相对
完善的办案系统，分析研判王某行踪和履行能力，掌
握了王某近一个月的行踪和落脚点。

2023年 7月 10日上午，执行干警一行人在天台
某繁华路段将王某强制带回。王某到案后，一开始拒
不配合，执行法官从情与法的角度出发，晓以利害，对
其释法明理，一方面让被执行人感受到司法人性化的
温暖，另一方面明确其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

王某在法官的耐心开导下，当场悔过并主动联
系申请人李某，表示会立即支付赔偿款。

由于李某行动不便，无法前来法院办理结案手
续，执行法官便于当天下午带着执行款到李某家中，
送至其床前，李某拿到钱后立马办理了结案手续，并
流下了感激的泪水。

据了解，一直以来，天台法院十分重视涉民生案
件，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
利益，善用人性化执行，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体
现了文明执行理念。

接力执行不松懈
15年积案终了结

近年来，天台县坦头镇大力实施“支部+直播+
基地+农户”红色电商模式，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
部、妇女群众化身网络销售主播，帮助农户拓宽销售
渠道。图为坦头镇巾帼志愿者为当地汽车用品“在线
吆喝”。 台传媒通讯员余霁虹摄

党员干部学做带货主播党员干部学做带货主播

本报讯（记者李筱筱）医疗器械安全与
市民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因其涉及面广、影
响大的特点一直备受社会各界关注。7月
11日，台州市 2023年“医疗器械安全宣传
周”活动在椒江绿色药都小镇正式启动，宣
传周主题为“安全用械 共享健康”。

现场，台州医院等 5家医疗器械临床
试验机构共同签署了“台州市医疗器械临
床试验合作备忘录”，并为5名医疗器械社
会监督员颁发了聘书。同时，医疗器械生产
企业代表浙江星星医用冷链设备有限公

司，就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作表态承诺，医疗
器械使用单位代表台州市立医院宣读了

“安全用械 共享健康”倡议书。
近年来，我市医疗器械产业经规范、引

导，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逐渐深入，监管工作
迈上新台阶，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3年来，我市共有医疗器械国家级创
新项目5个和省级创新项目7个，其中以注
册人制度引进的国家级创新项目2个。

2022年，全市医疗器械注册备案批件
首次突破 500 件，同比增长 11.6%，全省

“浙械警戒”应用推广现场会在我市召开。
同时，我市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全
力筑牢医疗器械安全防线，全市医疗器械
质量安全持续保持稳定态势，2022年产品
质量监督抽检合格率达到 100%，再创历
史新高。

目前，全市以注输护理器械和临床实
验室耗材为主导，内窥设备、监护器械、肺
病筛查、肿瘤诊断等高性能医疗器械为突
破的产品布局初步形成，建成了全省最早
的创新医疗器械服务站，全省地市唯一的
医疗器械电气安全和电磁兼容实验室相继
建成使用。

当天，还举行了“全市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创新发展沙龙”活动，进行了优秀医疗器
械创新成果路演。

接下来几天，我市将开展医疗器械公
益科普宣传进社区、进园区、生产企业开
放日等一系列活动，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助推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提
高公众安全用械意识和推动企业落实主
体责任。

台州市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叶兴福表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使
用单位要以严字为“基”，把好产品质量关；
医疗器械企业要以精字为“魂”，打响“台造
器械”品牌；医疗器械企业、监管部门、志愿
者等群体要以合字为“钥”，搭建共治共享
平台。

“期望医疗器械企业把保障医疗器
械产品安全作为企业的生命线，积极推
进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期望各地监管部
门创新载体，以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形
式普及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知识；期盼更
多的志愿者加入到医疗器械安全宣传中
来，使群众有更多的渠道、更多的平台、
更多的机会获取需要的知识；更期盼台
州的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产生影响、取得成效、形成品牌。”
叶兴福说。

安全用械 共享健康

我市启动医疗器械安全宣传周活动

台传媒记者张梦祥

在持续高温闷热天气里，人们经常会说
“热死人了”，有时这并非一句玩笑话，今年
盛夏全国已发生多起因“热射病”昏迷乃至
死亡的案例。医生提醒，酷暑难耐，市民们需
注意防晒防热，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

中暑可能会致命

近日，从事户外工作的陈先生因连续
两天高温下作业，晕倒在工地，被工友送到

天台县人民医院就诊。到达急诊时，陈先生
神志不清，一直胡言乱语，全身高热无汗。
经检查，肛温呈 40℃，且出现多器官损伤，
确诊为重症中暑。

无独有偶，67岁的奚大爷（化名）也是
户外工作者，持续顶着高温作业后，出现神
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被工友送进医院。

“当时这名患者已持续3小时意识模糊，
肛温呈41.2℃，检查后发现他心脏、肾脏功
能、凝血功能损伤，体内环境紊乱，给予详细
检查后确诊为热射病，系重症中暑中的一
种，情况比较危急。”天台县人民医院急诊科

主任谭明明说，在对患者进行插管、补液、降
温等急救措施后，患者被转入 ICU进一步监
护治疗。经过两天救治，目前患者已经清醒，
拔除气管插管，近日有望转出ICU。

“中暑没那么简单，如果出现头昏、呕
吐、注意力不集中、心慌、面色苍白、口渴、
乏力等症状，一不注意就有可能引起重症
中暑。”谭明明解释，中暑分为先兆中暑、轻
症中暑和重症中暑。其中，重症中暑包括热
痉挛、热衰竭和热射病。需要重视的是，热
射病为重症中暑最为凶险的一种，伴有多
器官损伤，病情严重者可危及生命。

据悉，热痉挛的患者多表现出大量出
汗及口渴，大量补充水而盐分不足，肌肉出
现阵发性痉挛性疼痛。

热衰竭的患者多见于老年人及高温未
适应人群，主要表现:头昏、呕吐、心悸、口
渴、皮肤湿冷、脉搏细弱、血压下降、神志不
清，直肠温度 38.5℃，腋温不高，没有及时
治疗可威胁生命。

而热射病表现为高热无汗、神志不清、
脉搏细速、躁动不安、血压下降，逐渐走向昏
迷、四肢抽搐，严重的可出现脑水肿、脑血管
意外、心衰、肺水肿，若不积极治疗死亡率极
高。前几天该院就曾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例，
因患者高龄、病情重，最终不幸死亡。

这些高危人群要当心

“对于预防热射病，有一些人群是需

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比如户外工作人
员。”谭明明表示，在无法避免太阳暴晒
的情况下，一定要注意控制工作时间，勤
休息、多喝水，注意遮阳，避免重度中暑
的情况发生。

她补充，还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如
老年人、肥胖的人、甲亢患者、有内分
泌紊乱的人群以及体温调节中枢发育
不完全的婴幼儿，在太阳暴晒、直晒或
者高温高湿的环境中，也比较容易发生
热射病。

谭明明提醒，一旦感觉头昏、恶心、
呕吐这些症状，意味着已经出现先兆中
暑的可能，此时，需要马上离开高温高湿
的环境，到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同时，
尽量减少身上衣服，及时补充水分及电
解质，但切忌大量、迅速饮水，进而给身
体造成负担。

“一旦发现患者已经出现了昏迷或意
识障碍，同时还有肌肉的痉挛、血压下降、
呼吸困难等症状，这时患者基本失去了自
救能力。”谭明明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
要开窗通风，让空气保持流通，流动的空气
能够带走一些热量。如果有空调，把空调打
开，迅速降低环境温度。

她说，如果身处户外，一定要帮助患者
尽快脱离高温环境，找有树荫、通风的地
方，或者是建筑物的背阴处，避开太阳直
晒，并及时呼叫120。等待120来救助期间，
可以采取手段为患者降温。

中暑不可轻视，严重或可致命！

本报讯（记
者李筱筱 通讯
员陈玮）为进一
步全面推进现代
化 美 丽 城 镇 创
建，谋划重点单
元建设方向，确

保创建目标高质量完成，7月3日至7日，台州市风貌办分
管美丽城镇常务副主任刘建军带队开展2023年现代化美
丽城镇建设工作“三服务”活动。

工作组一行先后赴我市 9个县（市、区）开展服务工
作。根据《评价办法》，工作组召开座谈会，了解创建计划
及工作推进情况，并实地调研各地现代化美丽城镇创建
重点单元建设情况，提出针对性指导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工作组领导表示，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要
定方向，吃透指标、紧抓落实、筑牢根基；要谋项目，多部
门协同推进、补短补链；要提产能，立足城镇特色、创新产
业改革、提升附加值；要润文风，挖掘文化底蕴、做到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步走”；要精管理，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推进标准化建设；要强宣传，提炼优秀经验做法，让美
镇工作深入人心。

我市开展现代化
美丽城镇建设
“三服务”活动

77月月99日日，，春雨公益联合招商银行台州分行春雨公益联合招商银行台州分行、、市网联会等单位为环卫工人送上市网联会等单位为环卫工人送上““爱心爱心
西瓜西瓜””，，帮助他们防暑降温帮助他们防暑降温。。 台传媒通讯员台传媒通讯员黄米焕黄米焕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