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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日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吴若兰
李文娟 孟天笑） 1月18日上午，邵阳地区首个乳腺
炎性疾病治疗门诊在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开诊。该门
诊的成立，将为乳腺炎性疾病患者提供早期手法排乳、
手术、中医药治疗等一站式、一体化诊疗服务。

哺乳期患乳腺炎，是很多宝妈都会遇到的问题，不
仅会给宝妈带来身体上的疼痛，还会影响哺乳，有些甚
至不得不终止母乳喂养。市民钟女士的宝宝出生才两
个月，钟女士就开始出现乳房肿胀不适，疼痛难忍，触痛
明显，并伴有发烧和红肿症状。一周前，家人陪同她来
到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就诊。经查，诊断钟女士患有急
性乳腺炎。门诊给予乳汁排脓及药物治疗后，钟女士发
热症状消失了，乳房疼痛明显减轻，身体状况明显好转。

从市中心医院微信公众号得知该院乳腺炎性疾病
治疗门诊开诊的消息，钟女士开心不已。挂号预约后，1
月18日上午，她赶到新开诊的乳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排
乳、换药。“上次乳房胀痛就诊过程中因为医师门诊就诊
患者病种多样，候诊过程差不多需要一个多小时。开设
乳腺炎性疾病专科门诊后，省去了漫长的候诊时间，而
且不用办理住院，现场挂号门诊就可以看病了，非常方
便。”钟女士感慨地说。

乳腺炎、乳腺结节、乳腺纤维腺瘤、乳腺癌、浆细胞
乳腺炎、肉芽肿性乳腺炎等，近年来，随着广大民众的生
活习惯、生活水平的变化乳腺疾病逐年增多。很多慢性
乳腺炎患者的乳房肿块难消、破溃后难愈合，甚至被称
为“不死的癌症”。急性乳腺炎是宝宝妈妈的仇敌，化脓
切开影响哺乳。为给患者提供便捷、精准的诊疗服务，
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结合科室人才优势和技术条件，整
合资源，成立了邵阳地区首个乳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

门诊设有甲状腺穿刺室、淋巴水肿治疗室和乳腺炎
治疗室，开展项目内容包括哺乳期乳腺炎早期手法排
乳、乳腺脓肿的超声定位下小切口排脓、中医药治疗乳
腺良性疾病、乳腺脓肿的微创旋切负压置管引流术、乳
腺肿块的巴德针穿刺术、中西医结合治疗（拔罐、中药熏
洗、中药封包、瘘管搔爬、穴位贴敷、中药塌渍疗法）等。“急
性乳腺炎是哺乳期产妇的常见病、多发病，而哺乳期突发乳
腺炎就诊是产妇最头疼的事。以前没有专门场所治疗，故
临床医生在手术台上工作室，产妇需要在病房或者门诊等
待医师手术完毕后再行就诊处理，宝妈妈们病情得不到及
时诊治。”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主治医师申辉介绍，乳腺炎
性疾病约占同期乳房疾病的25%，随着目前女性朋友生活
习惯、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炎性疾病发病率逐年升高，其
处理相对棘手，脓肿常反复发作，甚至形成窦道，病程迁延
不愈。

市中心医院乳甲外科主任戴斌介绍，他们率先在全
市开设乳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极大程度上方便了广大
乳腺炎患者就诊，可以更好地解决急性乳腺炎妈妈的哺
乳不适感及慢性乳腺炎患者的换药难问题。同时，该门
诊还将开展乳腺性疾病保健宣教工作，指导广大女性病
友掌握科学的乳房保健知识及母乳喂养知识，加速疾病
康复，避免因疾病导致无法继续母乳喂养等难题，积极
促进母婴健康，满足她们母乳喂养的愿望。

乳腺疾病可“一站式”解决
全市首个乳腺炎性疾病治疗门诊开诊

▲医务人员给患者做检查。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申秀梅 李小芳） “现在在家
门口就能找到市级医院专家看
上病，真是省钱省时又省力！”1
月21日，家住邵东佘田桥镇宜
唐村的曾大爷高兴地说。

年近六旬的曾大爷患有
糖尿病，近几天因血糖控制不
佳，下肢肿胀、溃烂化脓在佘
田桥镇中心卫生院治疗。1 月
20 日，卫生院考虑到曾大爷病
情复杂，便向邵东市远程医疗

服务中心申请远程会诊，邵东
市人民医院立刻安排内分泌
科专家在线诊疗。

通过远程医疗服务中心平
台面对面的交流，医生详细听
取了治疗经过，查看各项检查
指标后，给出了具有指导性的
意见和建议。通过双方的交流
和讨论，最终确定了患者的后
续治疗方案。

据悉，邵东市卫健局、市人
民医院投资近300万元联合启

动远程医疗服务中心项目建
设，2021 年 11 月正式投入运
行。该系统是以远程医疗服务
系统为平台，以管理、技术、服
务为纽带，开展远程会诊、远程
教育、远程心电、远程影像、远
程超声诊断等远程医疗服务，
压实医疗资源纵向整合，构建

“乡检查、县诊断、乡村治疗”的
医疗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平
台已开展远程会诊3次；开展远
程诊断2441 例，其中远程超声

40例、远程影像683例、远程心
电1718例；服务基层患者2444
人次。

为破解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医疗服务体系布局不完善
等问题，邵东市人民医院充分
发挥区域龙头医院作用，通过

“互联网+医疗”模式，进一步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的服务能力，改善患者就医体
验，真正打通了医疗惠民的

“最后一公里”。

远程会诊，为基层患者“送医上门”

春节临近，万家团圆，但面对持续高发
的境外新冠疫情、多点散发的国内疫情，新
春返乡季又成了“防疫大考季”。目前，国
内现有疫情中高风险地区97个。

虽然“就地过年”成为应对疫情的新风
尚，但春运以来往返各地的旅客数量依然
庞大。作为劳务输出大市的邵阳，也陆陆
续续有游子回乡。怎样在回邵人口剧增的
情况下做好疫情防控？邵阳人的春节返乡
之路安全吗？就此记者先后前往市区车站
和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

精准监测 把好“第一关口”

走访地点：火车南站

1月18日15时51分，从张家界开往广
州南的G6175次列车在邵停靠，近两百名
旅客一拥而出，走向火车南站出站口。由
大祥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统一分派到车站执
勤的疫情防控督查员们，此时早已在 5 个
防护栏内等候。

“请出示您的健康码和行程码，48小时
内核酸检测证明。”守在1号防护栏的是来
自中心路街道的工作人员罗进。在对回
（来）邵旅客进行逐一核查后，他发现有位
从外省经怀化回邵的中年女子没有核酸检
测证明，于是将旅客引导到出口不远处的
核酸检测临时采样点，解释道：“大姐，在这
里补个核酸检测，马上出结果，免费的。这
一路上回家也安心。”

临时采样点由蓝色的简易棚架搭建而
成，24小时有医务人员值守。不远处设置
有同样简易却功能齐全的临时隔离棚。“如
果发现有黄码、红码或者体温高于37.3度
的旅客，我们会先安置在临时隔离棚，由区
卫健局派救护车闭环转运至集中隔离酒店
或附近医院的发热门诊，确保及早筛查，及
早防控。”罗进介绍道。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春运期间火车南
站每天返邵人群达2—3万人，车站人力资
源紧张，为了守住入邵的第一道关口，大祥
区从14个街道抽调工作人员、医务工作者
和警务工作者，24 小时值守监测、督查督
导。每名工作人员交接时均要进行核酸检
测。确保无一遗漏。

主动服务 守住“两点一线”

走访地点：汽车南站

走到汽车南站的入口处，记者就被几
名身着红马甲的工作人员拦住了：“请扫码
通行，外省回乡的需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
测证明。”同行的一位年轻女性，扛着两大
包行李，查验时工作人员发现她的第二针
剂新冠疫苗接种已超半年，劝导道：“我们
后面设了个临时疫苗接种点，您如果有意
接种，行李可以寄存在门口。毕竟过年走
亲戚，打了加强针更放心。”听了工作人员
的建议，她果断地来到了临时接种点，接种
了加强针疫苗。

临时接种点由车站杂物间改造而成，
两名医护人员常驻接种，排队现场秩序井
然。据维持接种秩序的百春园街道宣传委
员吕珍群介绍，接种点设立1个月以来，平
均每天接种百余人，为来不及接种加强针
疫苗的回邵人员提供了便利。

据汽车南站站务科长许向前介绍，今
年春运，从汽车南站转车回乡的旅客比往
年明显减少，但每天往返旅客仍有4000人

左右。为了确保进站口、出站口和车辆行
驶途中“两点一线”安全，车站售票厅、发车
区、下车区都有车站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
人员双重查验“两码”，司机每天进行体温
监测和核酸检测，每台车内配备有消毒液
和应急口罩。

18日16时50分，邵阳开往新宁的班车
即将发车，司机何志林高声提醒乘客戴好
口罩，缓缓将车驶向发车区：“这段时间，乘
客明显多了起来，大家都很有默契，会自觉
戴口罩。”何志林说。

敲门宣讲 筑牢“最后一公里”

走访地点：大祥区城西街道樟树垅社区

1月19日9时，记者来到大祥区城西街
道樟树垅社区，正赶上社区干部提着一大
袋资料出门。于是随他们一道挨家挨户敲
开老百姓的家门，将疫情防控政策与防火、

防燃气泄漏资料一起送到居民手中。
由于多点散发的疫情形势，疫情防控

政策宣讲和回邵人群监测摸排成为节前社
区工作的重中之重。该社区疫情防控专员
何英芝表示，近段时间回邵人员增多，每天
前来咨询疫情防控政策的电话就有二三十
个。“每天的中、高风险地区都是动态的，一
些市民回邵时是绿码，后来有可能转成黄
码、红码；有些居民家中有亲人要从深圳、
上海等地方回来过年，不知道有哪些防控
措施。所以我们经常要上门告诉老百姓，
最好就地过年，少聚集走动；有亲人从中、
高风险地区回来，一定要及时报备，方便我
们及时上报信息，及早采取相对应防控措
施。”何英芝说。

据悉，为了确保春节期间疫情形势稳
定，该社区动员全部干部轮流参与疫情防
控执勤，定期组织培训，确保每一位干部都
熟悉政策、宣讲政策、执行政策。

筑牢防疫网，让邵阳游子安全回家
——记者实地走访春节返（来）邵的疫情防控路

邵阳日报记者 文／马娟 图／申兴刚

▲在市区火车站出口，医务人员为外省返乡人员采集核酸样本。

▲在市区火车站出口，工作人员查看
每位返乡乘客的健康和行程码。 ▲入户敲门走访的社区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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