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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瑛瑛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市妇
幼保健院在全力抗疫的同时，不忘
孕产妇和患者的需求，科学防控，积
极作为，一如既往安全高效地提供
优质服务。

网上服务让孕产妇和患者
在家得到良好指导

妇女儿童是疫情易感人群，为
保护好他们的安全和健康，市妇幼
保健院全力以赴，在医院大门口、住
院楼、病房楼安排防控值守点，自主
开发身份比对软件，第一时间实施
身份信息比对管控等系列疫情防控
体系。同时，该院动员医务人员因
地制宜，积极想办法，减少孕产妇、
儿童来院就诊的频率，降低他们在
途中往返、聚集可能带来的风险。
疫情一开始，该院产科五病区主任
杜幸琴、健康教育科负责人杨芬等
就积极响应，熬夜写科普稿，通过医
院公众号向社会发布孕产妇和新生
儿自我防护知识、就医攻略等。

市妇幼保健院西院区副院长刘

待霞在和西院区院长许春晓、党支
部书记张中民组织人员参加平顶山
火车站防控点值守、建立西院区多
道防控体系的同时，为了孕产妇和
新生儿的安全，她从大年初一（1月
25日）开始，牺牲休息时间，在个人

微信号上开通网上专家门诊，每天
晚上9点到12点集中回复孕妇、产
妇和新生儿遇到的问题，在网上诊
断、指导用药。很多孕产妇和新生
儿因此受益。

鲁山县二胎孕妇王某身患妊娠

期糖尿病，因不敢出门，非常焦虑。
刘待霞从大年初一开始，就通过网
上门诊持续对她指导饮食和定期测
血糖等，三天给她调整一次胰岛素
用量，使她平安怀孕到足月，上周到
西院区产下一个健康的婴儿。

记者了解到，从疫情防控开
始，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岳小妹
便要求相关人员在医院公众号重
点发布科普信息。面对孕产妇、患
者的在线留言，作为妇产科专家的
她还亲自斟酌如何回复。同时，岳
小妹要求相关科室在该院微信公
众号上与微医网合作，建立了新冠
肺炎咨询频道；与微脉网合作，建
立平顶山市妇幼线上义诊咨询平
台。“为全市妇女、儿童和患者提供
网上义诊咨询服务，满足群众足不
出户的问诊咨询需求，减少人群流
动和交叉感染，保障母婴健康，这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岳小妹说。

线下综合服务让孕产妇和
患者感受温暖

由于疫情严峻，不少地方都实
施封闭，再加上公交车、出租车等停

运，给孕产妇、患者特别是县区人员
就医带来了不便。对此，该院推出
了系列便民举措：对于交通不便的孕
产妇和患者，由流动医院每天把出院
人员免费送到辖区卡点；对那些新生
儿在该院救治，居住在县区的家属因
交通不便无法到医院缴费等问题，
医院安排护士长添加患儿家属微
信，通过微信转账的方法帮家属到
住院处缴费，并解答家属的问题，等
到出院时再将所有收据发票和转账
记录移交给家属。这些举措得到了
患者及其家属的欢迎和赞许。

该院各科医务人员在抗疫的同
时，还主动帮助孕产妇和患者解决
问题：为避免聚集，彩超室创建住院
患者日间彩超预约群，开通投诉电
话；内科、产科、手术室等联手抢救
大出血产妇；产科一病区医生徐静
洁、科主任高歌路遇将要生产的产
妇，主动提供帮助，使产妇顺利生
产；医务人员捐赠口罩、消毒水等，
帮住院孕产妇和家属解决个人防护
问题等。点点滴滴中，该院把特殊
情况下的妇幼安全、优质服务落到
了实处，落到了细节。

网上门诊、科普，线下综合服务，市妇幼保健院：

战“疫”期间让患者感受同样的温暖

本报讯 2月14日上午，农行平
顶山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王逢乐带
领有关人员看望慰问辛勤奋战在
疫情防控一线的新华区光明路街
道的工作人员，并将纯奶、火腿肠
等日常保障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据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农行平顶山分行高度重视疫
情防控工作，把做好疫情防控、保
障金融服务顺畅作为当前最紧急、

最重要的任务来抓。一方面，该行
积极开通金融服务绿色通道，对政
府机构、防疫相关企事业单位取
现、资金划转以及各类捐赠款项汇
划等业务特事特办，并及时对所有
自助设备进行消毒和清机、加钞，
确保自助渠道 24小时正常运行。
另一方面，该行积极发动全员开展
捐款捐物活动，全力助力我市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2月3日和2月4

日短短两天时间，该行干部员工踊
跃捐款108396元，并通过中国农业
银行总行工会账户及时投放到抗击
疫情的“战场”上。此外，在当前医
疗、应急物资极度紧缺的情况下，市
县两级行多方协调，积极筹措，向所
在辖区防疫值班点一线工作人员捐
赠帐篷、消毒液、口罩、食品等价值
12260多元的爱心物资。

（石晓燕 胡志军）

“农行的办事效率就是高，没想
到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这个棘
手的问题给解决了。”日前，叶县财
政支付中心负责人在电话中欣喜地
表达了对农业银行的感谢之情。

原来，2月5日，农行叶县支行
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了叶县财政
支付中心的求助电话。原来，叶县
约90%的公务人员使用的是农行
公务卡，需要通过农行系统进行报
销还款，每月14日是公务卡比较集
中的还款日。随着地区交通管制、
封闭式管理越来越紧，叶县财政支

付中心人员越来越不安：还款日一
天天逼近，128个单位2739名公务
人员的公务还款怎么办？更棘手
的是，具体进行公务消费人员的名
单和金额也难以统计出来。在这
样的情况下，他们拨通了农行叶县
支行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进行沟通
协调。

在了解到叶县财政支付中心的
诉求后，该行立即启用“绿色通道”，
第一时间上报上级行。省、市、县三
级行按照疫情期间特事特办、急事
急办的原则，加强沟通协调，制定解

决方案。在省、市分行信用卡部门
的具体指导下，该行迅速整理相关
资料进行上报。由于该笔业务需要
农行河南省分行信用卡部负责人审
核签字后上报总行，在当前疫情防
控的严峻形势下，农行相关工作人
员克服重重困难，在最短时间内进
行了审核签名，按照工作要求及时
把相关资料传给了上级有关部门。
审核资料提交总行的当天晚上，需
要进行公务报销的2739名人员就
收到了申请延迟还款成功的短信。

（王珊珊 石晓燕）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
控，全力做好重点人群管理，提升
公共场所的疫情防控和智能化管
理水平，实现安全防控，近日，中原
银行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优势，依
托“中原智慧社区”平台，推出了疫
情登记出入管理系统。截至2月16
日，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已累计在
我市上线1000余家单位。

据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工作
人员介绍，该系统是中原银行通过
建立闭环管理，织密城市“安全

网”，以快速扫码登记代替持笔填
报，在健康扫码登记的基础上，实
行公共场所出入登记管理的一套
智慧系统。该系统可布点到写字
楼、企业单位、学校、商超、村镇、施
工单位等多种场景，实施到个人，
实现“一区一码，一码三防控”的出
入管理模式。居民仅用登记信息
一次，可多次扫码进入，实现无接
触出入，安全方便；企业单位等可
线上办理，最快当天即可使用。此
外，该系统还能实现语音播报、后

台管理、限制出入次数、定制信息
查看端口、无遗漏摸排登记等多项
功能，数据收集完善准确，可满足
不同场景下的疫情管理需求。此
系统一经上线，就引起了相关单位
和部门的广泛关注。

下一步，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
将针对疫情防控期间不同场景需
求及痛点，不断创新线上服务模
式，为现代化、智能化的公共服务
体系打造作出积极贡献。

（宋明超 魏应钦）

□本报记者 牛瑛瑛

2月 16日一大早，湛河骨伤
科医院办公室主任石铄冒着严寒
和同事们一起又一次在宁洛高速
平顶山南站值守。记者采访了解
到，从1月24日开始，湛河区卫健
委要求全系统医务人员取消休假
全面防控疫情。

2月 15日清晨，一股强冷空
气来临，而值守在宁洛高速平顶
山南站的湛河区医务人员依然
24小时轮流在凛冽的寒风中为
返平人员测量体温。外防输入是
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而湛河区
正是平顶山市的南大门，平顶山
火车站、市客运中心站、宁洛高速
平顶山南站等重要交通节点在这
里交会，防控任务异常艰巨。

每天，轮流值守的医务人员
穿着笨重的防护服认真地对受检
人员进行体温筛查，每天数千人

次的监测让大家满身疲惫，但谁
也没有叫过一声苦，说过一句累。

湛河区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魏
红涛经常忍着腰伤复发的疼痛一
站就是几个小时，一天下来累得
弯不下腰；王会云是湛河区妇幼
保健院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正在
哺乳期的妈妈，孩子还不满一岁，
大年初二她就主动请缨投入战

“疫”岗位，照顾孩子的责任落到
了丈夫及家人身上。她丈夫说：

“你安心上班，孩子我带。”
曹镇乡卫生院的老大夫陶士

俊今年刚满60岁，马上就要办理
退休手续了，他主动要求到湛河区
最偏远的曹镇乡苏庄村交通卡点
值守，坚持站好最后一班岗。现代
妇产医院院长辛梅、湛河骨伤科
医院院长王艳钊、二院湛河分院
党支部书记万忠林也亲自上阵，
加入到值守的行列，一丝不苟地
为全市人民的健康安全默默奉献。

扫码登记 智能管理

中原银行平顶山分行助力疫情安全防控

农行平顶山分行向防控一线人员送去保障物资

农行叶县支行解客户燃眉之急受称赞

2月 18日，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五病区主任杜幸琴（中）在向孕妇讲授
疫情期间的自我防护知识。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2月 18日，在新华区医院发热门诊，该院感控科主任、副主任医
师段璐芬（中）和同事一起为前来就诊的患者测量体温。疫情发生以
来，段璐芬和科室的同事一起坚守在医院的防控一线，认真做好患者
的病情医治和发热病人的转运工作。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防控一线忙战“疫”

湛河区医务人员主动请缨
守好鹰城南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