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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快缩短我市偏远农村
和工厂企业救护车到达时间，实
现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均等化，助
力乡村振兴，全市按照急救服务
半径“农村 10-20 公里”的原则，

组织各县市区编制本辖区院前
医疗急救点设置规划并向社会
公布，我市基层急救点建设随即
全面铺开。2023 年至今，全市新
增基层 120 急救点 20 处（目前全

市 急 救 站 和 急 救 点 总 量 为 41
处），将位于偏远农村和工业园
区的 112 万人口纳入“15 分钟急
救圈”，筑牢了百姓健康和企业
安全的“生命线”。

2023年至今全市新增基层120急救点20处
将位于偏远农村和工业园区的112万人口纳入“15分钟急救圈”

□晚报记者 荆常忠

晚 报 讯 急 救 突 出 的 是
急，危急重症患者如心脏骤停
患者的抢救黄金时间4分钟，4
分钟内救护车一般难以到达，
这个时候第一目击者或就近
的公众施救就非常关键，所以
社会公众掌握基本急救知识
与技能极为重要。

 10 月 18 日上午，记者在
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全市卫
生健康系统“护佑人民健康 
助力品质滨州建设”主题系列
新闻发布会院前医疗急救专

场获悉，为了形成人人学急救
的氛围，把院前医疗急救的时
机从“院前”再提到“车前”，市
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集合
全市各急救站（点）具有丰富
急救经验的 600 余人临床医护
力量，携带可操作性强的急救
模具，全面开展自救互救知识
及技能进社区、进企业、进机
关、进学校、进农村、进家庭

“六进”活动。通过采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科学有效的记忆
方法、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
结合的方式，传授普通公众易
接受、易操作、易上手的基本

急救知识和技能。为确保公
众急救知识技能培训标准化，
中心统一培训流程、统一培训
内容、统一评价标准，最大化
提升了培训的质量。

2021 年以来，全市共开展
全民自救互救培训活动 714 场
次，累计培训人数 5 万余人。
通过公众急救培训工作的开
展，“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
人”理念逐步深入人心，越来
越多的人强化了急救意识，掌
握了科学的急救方法，极大地
提升了全民急救能力。

去年，邹平市一男子打篮

球时突发心跳骤停，当时正在
现场的一名辅警由于参加过
120 组织的急救技能培训，他
立即对该男子进行心肺复苏，
2 分钟后男子心跳得以恢复。
滨州学院的一名学生曾接受
过 120 组织的急救技能培训，
遇到一名突发心跳骤停的男
子，立即挺身而出，利用培训
过的心肺复苏技能，为男子进
行心肺复苏，直至 120 救护车
的到来，该学生作为第一目击
者及时的急救为这名男子赢
得了抢救的黄金时间。

市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

心负责人在发布会上呼吁广
大市民，积极主动学习急救知
识，掌握急救技能，当发现心
脏骤停等意外事件时，勇于挺
身而出，敢于出手相助，为挽
救生命赢得黄金时间。中心
将始终聚焦生命救护崇高事
业，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自
救互救服务需求，全方位、多
举措提升全民急救能力，更好
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2023 年以前，鲁北
工业园、滨州临港化工
产业园、滨州高新区产
业园由于距离城区较
远，附近没有急救站点，
救护车到达时间较长。
2023 年以来，中心分别
在这三个工业园区附近
新建了鲁北人民医院急
救点、北海新区马山子

急救点、高新区小营急
救点，救护车 5 分钟就
能到达。目前，全市所
有工业园区均纳入了

“10 公里急救圈”,一旦
有企业员工发生疾病，
救护车 10 分钟内能够
赶到现场，疾病救治与
企业突发事故医疗救援
能力明显提升。

有效保障了企业职工生命安全

全 市 20 处 急 救 点
投入使用后，95% 的农
村控制在 20 公里以内。
截止到今年 9 月底，全
市新建的 20 处急救点
救治患者 1 万余人次，
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
率大大提升。比如，今
年 6 月份，惠民县中医
医院急救站开通运行后
不久，就成功抢救了一

名位于附近的麻店镇自
新王村的急性心梗患
者，借助急救站的区位
优势，医护人员仅用 8
分钟就到达了现场。时
间就是生命，农村 120
急救站（点）的建设，让
120 急救车更快开进农
村，为危重患者赢得更
多抢救时间。

及时挽救了偏远地区急诊患者

我市两年时间新增20 处120 急救点，进一
步夯实了全市基层急救网底，为保障偏远农村
患者和企业职工生命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0 处 120 急救点建成运行
后，严把急救服务质效关。一方
面，强化从业人员培训，开展新
增急救点从业医护人员全员轮
训和岗前培训。截至目前，已举
办院前医疗急救医护人员培训
班6期，实现全员轮训全覆盖；另

一方面，狠抓关键指标监测，我
市农村地区急诊急救服务能力
得到大幅提升。2023 年以来，全
市共进行院前医疗急救质控通
报 18 次、组织实战拉练 6 次，120
急救站（点）管理与运行效率不
断得到优化和提升。统计数据

显示，全市救护车到达现场时间
平均为 15 分钟，较以前缩短 7 分
多钟,救护车快而更快，跑出我市
院前医疗急救“加速度”，赢得了
急救的“黄金时”。

严格质控 确保院前医疗急救质效

为做好基层急救点建设，市
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一地一
策”深入研究，创新性提出“牵头
医院单独建、乡镇卫生院独立建
和县乡合作共建”三种急救点建
设模式，供各县市区因地制宜选

择。近期，随着无棣县第二人民
医院急救点的开通，全市规划建
设的 20 处 120 急救点全面建成
投入运行。据不完全统计，20 处
急救点的建成，全市参与建设的
32 家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除

盘活现有医疗资源外，共自筹投
入资金 729 万余元，配置价值 3
万元以上的急救设备95台（套）、
救护车20辆，调配院前医疗急救
医护人员 103 名，进一步夯实了
硬件基础，充实了人员力量。

主动作为 壮大院前医疗急救力量

发布会介绍，一直以来，市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将院前医疗急救作为
“健康滨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统筹推进全市院前医疗急救城乡一体化，大大提升了急救效
率，挽救了更多患者的生命。市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作为全市卫生健康系统院前医疗急救工
作的主责单位，围绕不断完善全市院前医疗急救（120急救）体系，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统一布局 搭建农村急救网络

□晚报记者 荆常忠

院前医疗急救，俗称“120急救”，是指急救站（点）按照市紧急医疗救援指挥机构（也就是120指挥中心）的统一指挥调
度，对急危重症患者送达医疗机构救治前，在医疗机构外开展的以现场抢救、转运途中紧急救治以及监护为主的医疗活动。

10月18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护佑人民健康 助力品质滨州建设”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院前
医疗急救专场，邀请市紧急医疗救援指挥中心、惠民县人民医院、滨州高新区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院前
医疗急救体系建设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2021年以来
全市共开展全民自救互救培训活动714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