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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梗起病急、危害大。临床数据显
示，我国每年发生急性心梗的患者约
100万人，45岁以下心梗发病率上升。

11月20日是中国心梗救治日。业内
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心梗急救正进
一步畅通“快车道”，提升救治效果，
持续将“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
病防治行动”落到实处。

与心梗抢时间
抓住“黄金120分钟”

急性心梗是冠状动脉急性、持续性
缺血缺氧引起的心肌坏死，为一种常见
的心脑血管疾病。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近日联合
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心脑血管疾
病 防 治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3~2030
年）》提出，要实施危险因素控制，降
低发病和死亡风险，同时完善急救体
系，提高规范化、同质化诊疗水平。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院
长王拥军说，心脑血管疾病是急性发作
的慢性病，在发作早期，生命救治和时
间密切相关。公众要能够早期识别症
状，遇到难以忍受的胸痛时要去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心血管
病医学部主任陈韵岱介绍，在急性心梗
发作前的数小时，患者可能出现如下症
状：颈部、嗓子难受，堵塞感，常伴有大汗
症状；上肢和左肩痛、持续后背或上腹
痛、牙痛或下颌痛，这些可能是心脏缺血
导致的疼痛放射，并多伴有大汗。

专家提出抓住“黄金 120 分钟”：
抢救心梗患者，要构建从发病到救治的
全程绿色通道，让患者在120分钟黄金
救治时间内得到抢救。

普及急救知识
公共场所加强AED配备

在河南郑州，中国心梗救治日志愿
服务活动中，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的
医护人员走进社区，现场演示了徒手心
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操作
流程。

突发心梗如何自救？专家建议，马
上拨打 120 急救电话，告知准确位置。
患者保持平卧，如随身携带急救用药，
应立即舌下含服硝酸甘油1片，有条件

者可口服阿司匹林。若患者出现意识丧
失，需尽快进行胸外按压、心肺复苏等
抢救措施，并根据情况借助自动体外除
颤器抢救。

自动体外除颤器是一种便携、易操
作的心脏急救设备。国家卫生健康委此
前印发《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
指南 （试行）》，对其配置进行了详细
规定。

根据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
案，我国还将加强急救知识与技能普及，
积极推动应急救护培训进社区、进农村、
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同时，

加强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等急救设
施设备配备，对配备的急救设备加强巡
检，确保紧急时刻能取可用。

医院急救更畅通
胸痛救治基本网络形成

抢救心梗患者，关键还要打通医院
内外多个环节。

针对部分心梗患者就诊延迟、基层
转运延迟、治疗流程延迟等问题，国家
卫生健康委 2017 年印发相关文件，要
求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鼓励指导本辖区医
疗机构做好胸痛中心建设和管理工作，
提升救治效率。

坐落于西沙群岛的三沙市人民医
院，2022 年开始建设胸痛中心。同年
11月，当地一名男子突发心梗，通过急
救绿色通道，经救援直升机转运，到达
具备救治条件且距离最近的四川大学华
西三亚医院，顺利完成手术。

据统计，目前全国胸痛中心注册数
量超 5600 家，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平
均救治时间由2012年的115分钟，缩短
到2020 年的75分钟，初步形成了全国
急性胸痛救治基本网络。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有关负责人
介绍，以危急重症为重点，创新急诊急
救服务，近年来推动各地在地级市和县
的区域内，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建立胸
痛中心、卒中中心等。

根据心脑血管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
案，有条件的地方未来还将通过建立胸
痛“急救地图”，切实提高救治效率。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心梗急救如何畅通“快车道”
——来自中国心梗救治日的观察

▲心梗急救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今年 11 月 19 日是第十一个世界厕
所日，主题为“加速变革”。厕所作为日
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卫生设施，关系每
个人的生活，也折射着社会文明的发展
程度。近年来，从乡村到城镇，各地不断
推广普及卫生厕所，让群众如厕更“讲
究”。

把上厕所这件事作为民生大
事对待

上厕所曾经在部分农村一度是件
“将就事”。近年来，“厕所革命”逐步照
亮各个“小角落”，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已超过 73％，近 5 年来累计改造农
村户厕5000多万户，带来亿万人身边的
变化。

人居环境改善是最直观的变化。吉
林省磐石市宝山乡北锅盔村村民杨贵
说，厕改是村庄环境变样的“大功臣”，以
前上厕所冬天冻得慌、夏天粪污招苍蝇。

这几年，吉林省坚持“宜水则水、宜
旱则旱、以水优先”的原则，持续推动“厕
所革命”。杨贵领记者走进他家厕所，只
见地面墙面都贴着瓷砖，房屋棚顶装有
浴霸，洗手池、便器干净整洁。

厕所改造，提升了人们生活品质，带
来了卫生观念的改变。

“以前老旱厕只要能用就行，如今上
厕所也要讲品质。”江西省安义县鼎湖镇
榨下村村民王仪象说，这几年村里进行
厕所改造，提供了五种改厕模式，他选择
了占地面积最小的模式，主动拆除了自
建的老旱厕。“孩子也养成了便后洗手等

卫生习惯，以前旱厕可没有洗手的地
方。”据了解，目前安义县卫生厕所普及
率已超过88％。

不仅农村厕所大变样，城市公厕也
换新颜。在上海市杨浦区天桥公厕，记
者注意到第三卫生间内高低位洗手盆、
托婴板、落地式小便池、成人可折叠座椅
等设施一应俱全，公厕内还配置了轮椅、
拐杖等工具。

公厕越来越“贴心”，上海计划今年
完成 200 座环卫公厕适老化适幼化改
造，其中改造完成不少于 16 座样板公
厕。落实无障碍坡道、扶手、挂钩等配置
的同时，提升厕内照明、通风、防滑、缓坡
等设计。不仅在厕内布局和服务功能上
独具匠心，更是能在细节中处处体现出
对“一老一小”的社会关怀。

厕所管得好才能用得好

为让群众如厕更“讲究”，各地把厕
所问题作为推进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
面，通过优服务、建中心、智能化等手段
做好管护运维。

——管护服务线上随叫随到。“如今
人坐家中，服务就会送上门。”江西省安
义县黄洲镇黄洲村村民黄礼彬说，当地
建立了管护平台，他发现自家化粪池表
面盖板损坏，通过手机线上反映问题后，
很快就有专人对接，一小时左右就把问
题解决了。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印发通知，决
定开展农村改厕“提质年”工作，提出开

展管护模式遴选推广。
安义县围绕“厕具坏了有人修、粪污

满了有人抽、资源化利用有去处”的长效
管护目标，统一由第三方专业环卫公司
派人上门负责清掏、集中转运或处理。
此外，当地建立安义县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5G＋长效管护平台，家家户户的门前

“三包”责任牌上都贴着管护平台二维
码，服务随叫随到。

——处理中心资源化高值转化。吉
林省磐石市把畜禽粪便无害处理站和厕
所粪污处理站合并，在宝山乡北锅盔村
建立厕所粪污资源化高值转化中心，年
可消纳粪污 6000 余吨，形成了集供水、
污水处理、粪污处理、有机肥利用的磐石

“厕改”闭环管理模式。
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厕

所粪污、易腐烂垃圾、有机废弃物就近就
地资源化利用。吉林省农业环境保护与
农村能源管理总站站长任启彪介绍，以
北锅盔村为例，经处理后，臭气可减少
90％，无渗滤液排放，而且能全天候生
产，运营费用低，非常适合农村开展农业
废弃物就地就近利用。同时，中心每年
可生产有机肥料 600 吨，经济效益也很
可观。

——智慧公厕提升服务能级。记者
从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获悉，当地
试点推进智慧公厕建设，通过在公厕内
加装环境监测、环境调控、安全防范、能
耗监测、节能环保、信息交互、集成控制
等设备和系统，提升管理效能、提高服务
质量、增强用厕体验，提升综合管理能

级。

群众“方便事”还能更方便吗？

小厕所，大民生，厕所问题关系到国
民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如何让群
众“方便事”变得更方便？

记者从多地了解到，北方地区特别
是东北地区，水厕的大范围推广还存在
多重挑战。特别是东北地区冬季气温
低，冬季漫长，水厕推广还存在供水、排
污、防冻三道关，因而近年来各地主要改
旱厕。一些受访技术人员建议，未来优
先在已经建完主管网和污水处理站、有
意愿进行室内水冲厕所改造的村屯开展
水厕建设。

有基层干部反映，山区改厕难度较
大，难以直接套用标准化实施方案。有
的地方改厕工程层层转包后，交由村级
组织实施，一旦施工负责人对改厕要求
和标准掌握不清楚，就可能导致施工建
设不达标。建议对因地形限制导致改厕
难度较大的地区，完善过程管理和指导，
完善细化实施方案，让厕所不仅能用，而
且好用。

采访中，有市民反映24小时开放的
公厕数量偏少。尤其是对于大型商圈、
商业街、夜班通宵车始末站周边公厕、在
居民社区中发挥居家厕所功能的公厕、
市民使用需求特别强烈的公厕，不少市
民呼吁24小时开放或延长开放。

新华社北京11月19日电
新华社记者 熊家林 马晓成 董雪

加速变革，让如厕更“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