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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邓明辉
高琳） 长沙市雨花区 75 岁的
王爷爷不久前出现牙龈出血，
他以为自己上火了， 并没有
太在意。 可几天后， 王爷爷
的牙龈出血越来越多， 纸巾
擦了大半包都不见止血。 家
人立刻带着王爷爷到长沙市
中心医院 （南华大学附属长
沙中心医院） 口腔科就诊，
医生检查发现王爷爷的牙龈
出血是血小板减少导致， 假
若体内有出血如胃溃疡等，
甚至可危及生命。

接诊的口腔科主任王雨
新询问了解到， 王爷爷数月
前曾发现自己双侧下肢、 胸
背部起了很多细细的小红

点， 既不痛也不痒。 王雨新
随后为王爷爷完善血常规和
凝血功能检查发现， 其血常
规 数 值 血 小 板 仅 1 ×109/L
（正常值 100-300×109/L） ，
王雨新立即为王爷爷注射止
血药物， 同时和血液科沟通
将其收入血液科住院治疗。
王爷爷进一步完善相关检
查， 确诊为重型原发性免疫
性血小板减少症， 并在病房
接受纠正血小板的规范治
疗， 目前情况稳定。

王雨新提醒， 牙龈出血
原因有很多， 有的可能只是
常见的牙龈疾病引起， 但也
有可能是其它一些严重疾病
导致。

�������长沙市开福区积极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氧疗能力建
设， 目前全区 16 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设置了氧
疗区， 共拥有 112 个座位、 41 个床位， 基本能够满足群
众就近氧疗的需求。 该区卫生健康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如有呼吸困难、 心慌、 皮肤紫绀、 头痛或血氧饱和度小
于 93%人群及年纪较大的人群， 提前吸氧干预， 能有效
预防新冠重症的发生。 同时， 氧疗对于哮喘、 肺气肿等
疾病的治疗也有很好的效果。

通讯员 邓俊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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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医疗器械供应链 数智化发展是关键
———访医疗器械供应链专家仲必文

������ “聚焦医疗器械供应链领域， 数
智化发展是企业未来的关键所在。”
安顺利和 (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仲必文近日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

据中物联医疗器械供应链分会不
完全统计， 2021 年我国医疗器械市
场规模突破 9000 亿元人民币， 复合
年增长率约为 19.3%， 增速远高于全
球。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 全球一
体化进程加快， 民众医疗保健意识增
强， 医疗器械产品的需求还会持续增
长， 中国医疗器械行业未来发展潜力
巨大。 与此同时， 整个行业也面临着
诸多挑战和政策的不确定性。

作为国内医药领域供应链平台化

运营的探路者和先行者， 仲必文深度研
判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带量采购等
多项医改政策背景， 创立了一家集供应
链物流管理、 临床试验、 智慧营销、 平
台服务等为一体的创新型公司———安
顺利和， 并于 2020年短短一年时间，
将公司营业额做到了 1亿元人民币。

之所以能有如此成绩， 和仲必文
丰富的从业经历密不可分。 他先后在
中美史克、 辉瑞、 强生等全球知名跨
国企业任职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医药
市场营销和管理经验； 之后连续创业
10 余年， 并在中欧商学院深造， 创
立过诺康信达和上海派臻贸易公司，
都主要从事医疗器械供应链相关业
务。 这些经历都为仲必文成为医疗器

械领域的卓越专家奠定了基础。
仲必文认为， 在如今高速发展的

互联网浪潮下， 全球医疗器械供应链
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 他主张通
过信息化、 智慧化手段提质增效， 由
医疗供应链向新医疗价值链和数据链
转变， 利用智能技术实现流程自动化
和供应链可视化， 构建高效协同、 互
联互通的供应链新生态。

凭借创新、 开放的理念， 仲必文
带领团队积极学习同行经验， 不断探
索， 研发注册了多项软著。 目前， 安
顺利和申请的软著涵盖了医疗器械经
营企业智慧管理平台、 医疗器械客户
管理系统、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质量检
测系统、 医疗器械开发技术在线咨询

服务平台、 医疗器械临床试验服务管
理平台、 医疗器械批发零售一体化综
合管理系统、 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咨询
服务平台、 智慧城市移动医疗可视化
管理平台、 基于人工智能的医疗方案
定制设计软件、 智慧医疗用户认证管
理系统、 医疗设备智能化远程物联控
制系统、 基于区块链的医疗档案信息
数字化管理系统等多个项目。

刚加入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的仲
必文， 期待着未来能带领公司在医疗
器械供应链领域大展宏图， 实现企业
的可持续发展， 并为行业的发展增添
活力， 最终真正能为更多民众的健康
谋福祉。

马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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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分夺秒， 只为多看一个患者； 手
机 24 小时开机， 第一时间回复患者求助
电话……这段时间， 邵阳市隆回县各基
层卫生院加班加点、 负重前行， 成为基
层群众信赖的抗疫堡垒。

10多位医护人员守护 2万多村民

冬日乡间的早晨， 寒风刺骨， 在隆
回县山界回族乡卫生院， 医生们已经早
早上班， 开始了一天的接诊。

“近一个月来， 我们这里的门诊量
比以往增加了 2 倍， 一天大概要看 100
多名患者。” 该院院长胡忠礼说。 山界回
族乡卫生院有 24 位工作人员， 但有几人
请了病假， 剩下的 10 多位工作人员为辖
区内 2.4 万多居民服务， 其中有 3000 多
位老人， 而这部分群体正是防重症的重
点服务对象。

从早上到诊室坐下， 医务人员们就进
入 “战斗” 模式， 一坐几个小时， 中途不
敢喝水， 尽量不上厕所， 争分夺秒只为多
看一名病人。 因为他们的辛苦付出， 该乡
没有一例患者需要从该院转诊到上级医
院，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病毒和患者
之间筑起了一道道坚强的防线。

尽职尽责， 时时牵挂患者

病房无假日， 医护人员的工作量成
倍增长， 交班、 输液、 健康宣教……从
早到晚， 一项操作到另一项操作无缝衔
接。 只要进入工作岗位， 他们就像战士
上了战场， 小小的身躯撑托起生命的希
望。

病毒并没有因为他们是 “白衣天
使”， 就会温柔一些。 发烧、 肌肉酸痛、
咳嗽等症状， 也会偷袭他们。

药房里只有 2 名工作人员， 马艳丽
就是其中一个， 自从 “阳” 了之后， 她
轻伤不下火线， 并且一忙就是一整天。
护士回琼英在同事感染后， 主动承担更
多的责任， 连续上班 6 天。 公卫办马佳
借调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 最忙的时候

每天只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睡 4 个小时 。
回到卫生院后， 就连两个亲人过世， 也
仅抽个空去祭拜了一下……

“非常感谢卫生院的医生们， 他们
尽责尽职。” 村民马大爷竖起大拇指说，
“因为高烧退不了， 喉咙痛得难受， 我一
大早就来到了卫生院看病， 一位声音沙
哑的医生接诊后， 立即给我开了处方。”
这平实的话语中道出了村民对卫生院医
务人员最为贴切的赞叹。

打通便民诊疗“最后一公里”

村卫生室是隆回医疗体系中最基层
的医疗服务点， 村医们坚守岗位， 奋战
在一线， 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切实打
通便民诊疗的 “最后一公里”。

槎江村卫生室医生邓昭礼把卫生室
当家， 随时接诊发热患者。 邓昭礼扎根
基层 35 年， “用最少的钱换最便民的治
疗”， 是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

槎江村有 900 多人， 近期发热人员
逐渐多了起来， 而且感染人数以家庭为
单位。 这些患者纷纷涌向村卫生室， 邓
昭礼每天忙得像个陀螺。 连续工作几天
后的一个深夜， 他发现大便带血， 头晕
得厉害， 但一想到还有那么多的村民需
要他时， 第二天清晨又早早地起了床 ，
坚持为 10 多位村民看了病。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吐血并晕倒
在地， 家人见状赶紧拨打 120， 将他紧急
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输血后， 他才慢慢
苏醒过来。

经过 23 天住院治疗 ， 邓昭礼出院
了。 但一回到家， 他又坐在了诊室里为
村民看病， 守护着村民的健康。

当前， 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任
务， 山界回族乡卫生院结合医院具体实
际， 不断优化策略、 动态调整， 坚持全
院一盘棋、 上下一条心， 不断统筹调度，
竭尽全力保障医疗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
稳住农村疫情防控大局。

通讯员 罗中利 曾文

医疗救助送温暖
为民解忧暖人心
邵阳市隆回县农村地区新冠健康服务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