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海南全省上下正在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四下基层”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抓手，海南省各部门各单
位积极推进调查研究，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海南省融媒体中心把深入开展“走转改”和大兴调查研究有机结合，编委带队，沉到一线，推出“新海南年终策划·蹲点记”融媒报道。
值此年终岁末，“蹲点记”将重点聚焦2023年海南省为民办实事项目，通过挖掘鲜活案例、典型故事，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展现海南自贸港

建设给企业和群众带来的真实变化，一起感受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新海南年终策划

12月6日下午3点46分，澄迈县老

城镇融创美伦西语小区，一辆闪烁着蓝

灯的救护车，停靠在小区的路边，急救

医生谢朝科和同事们正冒着小雨，对一

位刚送上车的患者进行紧急处理。

10分钟前，他们刚护送一名外伤

患者到澄迈县人民医院救治，然后返回

老城镇的中途收到一条澄迈县120急

救中心发来的出诊信息。当即，他们迅

速驱车赶往患者所居住的小区。

原来是一名50多岁的男性患者，

消化道大出血，需要紧急就医。他们将

患者抬上救护车后，先做了一些紧急处

理，然后送往澄迈县人民医院进一步救

治。“我们今天跑了5趟了，都是（救护

车）回到半路又出诊了！”谢朝科说，老

城急救站值班非常忙，从6日早上8点

上班，急救任务就没停过。

这样的忙碌，从澄迈县120急救中

心指挥调度员陈柳的接警电话中得到

了印证。6日上午，陈柳值早班期间，

调派了8次出诊，其中老城急救站出诊

4次。当天中午，就在记者采访的间

隙，陈柳办公桌上的急救电话铃声响

起，电话那头的报警人称，“老城镇聚隆

超市门口，一位老人心脏不舒服，需要

救护车。”陈柳快速核实患者的信息和

所在位置后，立即给老城急救站发送出

诊信息。

当天早上9时许，澄迈县老城镇南

海阳光小区一名60多岁的老人昏迷、

呼吸困难求助。老城镇急救站120救

护车紧急出车，将患者送到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救治。

当天在老城镇急救站值守的急诊

医生谢朝科，来自澄迈县大丰镇卫生

院，从早上8点待命，值守24小时，当天

一共出诊8次。谢朝科坦言，院前急救

工作确实比较辛苦，但他们的努力让突

发疾病的居民得到及时救治，也倍感欣

慰。

此前，澄迈县老城镇的急救问题一

直备受关注，尤其是每年冬天，有数万

“候鸟”老人在此养老过冬，对院前急救

需求大。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院

前急救需求，今年6月15日，澄迈县率

先在老城镇设立120急救站，站点设在

老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老城镇、

大丰镇辖区居民的医疗救治急救工作，

由老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城镇中心

卫生院、大丰镇卫生院等负责安排急救

医护人员轮流值班。

“一名男子消化道出血，需急救。”一辆从澄迈县城返回老城急救站的救护
车，中途收到一条求助信息，又赶往急救现场。这也是他们当天的第五次出诊。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2023年，海南省委、省政府将“15分钟医疗救治急救
圈”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为18个市县和10家省属医疗机构配备131辆救护
车。目前该批救护车已完成验收交付，推动全省院前急救能力全面提升。

救护车是救命车，也是院前医疗急救重要载体。海南打造15分钟医疗
救治急救圈，为居民带来哪些幸福变化呢？近日，南国都市报记者深入

澄迈县蹲点采访，从一个个“分秒必争”的院前急救案例中，见
证了从“呼叫无车出诊”到“全县急救反应平均时间14

分18秒改变的生命抢救的“澄迈速度”，以及建
立乡镇急救站点将急救资源送到基层群

众身边的“澄迈模式”。

院前急救，讲究就近、救急。

其中，海南省委、省政府2023年为民办实

事事项——打造“15分钟医疗救治急救圈”，通

过逐步增配救护车和车载设备，缩短救护时间，

提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保障人民群众急

救医疗需求。

澄迈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道表示，为了

做好“15分钟医疗救治急救圈”为民办实事项

目，澄迈制定了实施方案，以抢救生命为第一责

任，按照就近、救急、安全、有效、患者自愿等原

则救治，分别在澄迈县县域内东、西、南、北、中

科学合理布局建设6家基层医疗救治急救站，及

2家县级院前医疗救治急救站，有效建立和实现

了澄迈县“15分钟医疗救治急救圈”高效运转的

工作格局，至此全县15分钟急救圈基本建成。

经记者调查发现，将急救资源向基层拓展，

送到基层群众身边的“澄迈模式”，具备体系化、

全域化、智慧化、长效化四个特点。

第一，体系化。澄迈将基层急救站建设作

为“院前急救提升项目”列入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包括急救医生、驾驶员的配备，新增急救专

职护士，救护车辆购置以及急救车辆首发点建

设等；8家急救站依托澄迈县人民医院120院前

急救中心统一运行管理，方便救护车的调度和

安排。今年以来，澄迈县卫健委共组织4期急

救人员进行培训，共有176名医护参加培训，其

中护士98人，医师66人，司机12人，培训后考

核合格的人员，统一发证。

第二，全域化。在澄迈县8个急救站布局覆

盖全域，统一建设标准和硬件设施配备，建立起

了“垂直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城乡、功能完善、

运转协调”的院前急救网络。每个急救站由周

边2-3家乡镇卫生院统筹保障。比如，福山急

救站由福山镇红光卫生院联动福山镇卫生院、

桥头镇卫生院，保障覆盖福山镇、桥头镇辖区范

围内的医疗救治急救工作。

第三，智慧化。澄迈县将建立“120指挥中

心—乡镇卫生院—120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一

体化的医疗服务信息平台，同时救护车安装5G

信息化系统，实现院前院内医疗信息无缝衔接

及医共体内急诊急救医疗信息共享，实现患者

“上车即入院”，保障患者得到及时救治。目前，

澄迈县120急救中心信息化项目正在建设中，

预计明年1月底投入使用，投入使用后将很大程

度上提高院前急救的质量。

第四，长效化。澄迈县急救站的运行管理

经费和人员有保障。澄迈县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王道表示，目前澄迈将这项工作纳入财政预算

保障，每年给予385万元的经费保障院前急救

工作的正常运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保障

县域内 15分钟医疗救治急救圈工作运行管

理，不占用各医疗机构人员编制数。

一次先行试点，试出了生命抢救的

“澄迈速度”——急救反应平均时间从

以前的40分钟，缩短至14分18秒。

澄迈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志敏表

示，澄迈县120急救中心依托澄迈县人

民医院进行管理，澄迈县人民医院急诊

科的人员，也就是120急救中心的人

员，属于一套人马两块牌子。2020年

10月之前，澄迈县120急救中心只有两

组急救小组，两辆急救车辆负责出诊。

王志敏表示，救治的时间需要2~3

个小时，所以造成每个月平均有70次

院前呼叫“无车出诊”的情况；当时这个

情况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的热点问题，群

众反映强烈。

对此，澄迈县人民医院院长梁林找

到当时负责医院急诊医学科的王志敏

谈话，让其想尽办法解决院前急救无车

出诊的问题。

王志敏表示，2020年 10月，他对

澄迈120急救中心出诊流程做了调整

和优化，增加一组院前急救人员，共有

三个急救小组，实现院前急救和院内救

治分开，当年10月份以后不再出现“无

车出诊”的情况。虽然没有无车出诊的

情况，但是院前急救反应时间仍然是较

长，平均在40分钟，可能造成院前急救

中急危重的病人，特别是胸痛、脑卒中

以及创伤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

对此，王志敏坦言，这与“时间就是

生命”的急救理念相违背，仍需要进一

步缩短出车反应时间。

针对这种情况，澄迈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澄迈县卫生健康委深入研

究，决定在老城镇设立120急救站点进

行试点先行，探索基层院前急救体系建

设的模式。自6月15日至12月6日，

澄迈老城急救站点共出诊768次，院前

急救的反应平均时间由原来的40分钟

缩短到了14分18秒，院前急救反应时

间缩短了25分42秒，使得院前需急诊

抢救服务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据澄迈县120急救中心相关统计

显示，“14分18秒”也是澄迈全县急救

平均反应时间，让急危重症患者得到及

时救治。

澄迈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

廖兴德表示，澄迈县老城急救站的建成

启用，进一步扩充了全县院前急救网

络，缩短了急救半径与平均反应时间，

极大提高了院前急救能力和应对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援能力。

忙碌的老城急救站为生命值守 急救反应平均时间缩短了25分4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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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今年99月月11日日，，新救护车验收交付新救护车验收交付。。

澄迈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志敏向记者介绍救护车上的新设备澄迈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志敏向记者介绍救护车上的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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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急救反应平均时间大幅缩短

14分18秒

生命抢救的
“澄迈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