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性胸痛主要包括急性心肌梗
死、肺栓塞、外科气胸等致命急症，
郑州市二院心内科主任卢革新说，
胸痛中心的作用就是及早甄别这几
种危及生命的急重症，及早救治。
“对心梗患者的抢救，时间就是心
肌，每延迟一分钟，大量的心肌细胞
就会死亡，必须抓住‘黄金一小时’，
尽早开通堵塞的血管。”

建设胸痛中心，就是要重塑和优
化救治流程，绕过急诊科、CCU，将救
治节点前移到急救车上，打通从急救
车到导管室点对点的“绿色通道”，第
一时间开通血管，抢赢生命。

“为此，我们建立了急诊胸痛专

业群，在郑飞医院、高新区分院等网
络医院设立专职联络人员”，一旦接
诊急性胸痛患者，急救人员立即进
行心电图检查，将结果上传微信群，
由医院值班的胸痛二线医生第一时
间做出判断。前方急救医护给患者
用上“术前一包药”，建立静脉通道，
并在返回途中和病人进行术前谈话
沟通，通知各相关科室和人员做好
准备；一到医院立即送导管室开通
血管。23分钟的D-to-B时间记录
就是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获救的
是一名 30多岁的男性患者。卢革
新说，“血管开通的越早，挽救心肌
越有保证，患者恢复越顺利。”

我为群众
办实事

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郑州市二院胸痛中心晋级“国家队”
抢救急性胸痛患者，就是与时间赛

跑，而且必须跑赢。国家级胸痛中心的建
设，是重塑流程、打通救心“高速路”、与死
神博弈的关键。日前，喜讯从郑州市二院
传来，该院胸痛中心顺利通过2021年度
第一批次中国胸痛中心认证，成为国家级
胸痛中心。这标志着该院胸痛中心建设
管理体系、技术力量、质量标准、救治能
力、硬件设施等各项指标和数据，均达国
家级标准。郑州市二院院长孙世龙表示，
国家级胸痛中心创建成功，是医院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
“欣逢盛世，不负盛世，我们将以国家级胸
痛中心建设为抓手，全力推动相关学科发
展，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郑报全媒体记者 邢进 通讯员 陈燕/文
通讯员 夏玮羲/图

3月24日，中国胸痛中心专
家组遵义医科大学心血管病医
院副院长石蓓教授一行四人，
对郑州市二院国家胸痛中心建
设进行现场认证核查。通过六
个环节的现场核查，专家组对
该院胸痛中心建设中的亮点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进行了交
流和指导。据悉，国家级胸痛
中心的认证，需要通过网络审
核、省级专家预评审、国家级专

家暗访和现场核查等各个环
节，最终由中国胸痛中心专家
投票决定。

作为“院长工程”，郑州市
二院国家级胸痛中心的创建，
由副院长陈林波挂帅，他表
示：“医院胸痛中心的建设起
步于 2017年，自 2020年创建国
家级胸痛中心开始驶入快车
道。国家级胸痛中心建设，使
得医院的急诊流程持续改进

和优化，急危重症抢救水平进
一步提高。”

从进医院大门到开通血
管，总耗时23分钟，这是郑州市
二院胸痛中心D-to-B的最短时
间纪录，而国际标准是 90 分
钟。在郑州市二院胸痛中心，
D-to-B平均时长为 60分钟，这
个指标的背后，是集中全院优
势资源，重塑救治流程，多学科
协同作战的结果。

现场核查，市二院胸痛中心建设获国家级专家肯定
年龄最小的患者 21岁，年龄最

大的90岁，通过创建国家级胸痛中
心，郑州市二院胸痛中心业务能力
的提升显而易见：每月接诊急诊胸
痛患者的数量翻了一番，从原先的
每月七八十例，到如今的每月 150
余例。通过新的救治流程，成功抢
救开通血管的急性心梗患者全年逾
200例。

胸痛中心涉及院前急救、急诊
科、心内科、导管室、呼吸科等临床
学科，新的救治流程所要求的时间
与速度，都对这些学科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快速救治的背后，是后方

保障和多学科协作的结果。“比如院
前急救，是抢救急性心梗患者至关
重要的一环，它要求急救人员对急
性心肌梗死有准确的判断识别能力
和丰富的急救经验，急诊科的年轻
医护必须加强学习，提升自己的专
业素养，让患者在最短时间内见到
该见的医生。”郑州市二院院长孙世
龙说，“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胸痛中心建设，全力推动相关学科
发展，打造河南省优秀胸痛救治团
队，构筑守护生命安全、守护群众健
康的坚实防线，以更优异的成绩庆
祝党的百年华诞。”

重塑流程，整合优势资源打通救心“高速公路”

协同发展，胸痛中心建设辐射带动一批相关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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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召开“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组入企服务电视电话动员会

全市千名机关干部深入万家企业
精准服务帮助协调解决实际问题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徐刚领）6月30日下
午，郑州市召开“万人助万企”活动工作组入企服务电
视电话动员会，会议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万人助万
企”活动部署，号召全市上下务必要抢抓机遇，克难攻
坚，抓好抓实活动各个环节，切实提高服务企业水平，
不断推动我市市场主体、创新主体发展壮大和能级提
升，努力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成为关键
环、中高端。

按照《河南省“万人
助万企”活动实施方案》
要求，此次“万人助万企”
活动涵盖工业、农业、建
筑业、现代服务业、商贸
物流业、文化旅游业、科
技创新等行业“四上企
业”、省市重点项目等市
场主体，全市将组织千名
机关事业单位干部深入
万家企业精准服务，帮助

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提振
企业发展信心。

据了解，全市“万人
助万企”活动的指导思
想，是进一步推动政府职
能转变，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完善企业服务长效机
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群众办实事”，千方
百计帮助企业拓市场、破
瓶颈、解难题。

工作目标包括经济运行质
量更加稳健、营商环境水平持
续提升、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项目保障能力逐步增强、科
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5个方面。

工作内容，一是用好“亲
清在线”系统，向企业精准推
送惠企政策，第一时间为企业
兑现政策资金。二是建立三
类数据库，包括企业数据库、问
题数据库、干部数据库。三是

设置三类项目库，围绕签约、开
工、竣工，从省市重点项目中，
遴选建立制造业、服务业、基础
设施三类项目库，其中，开工项
目突出重点招商项目、工业技
改项目和小微企业园项目，实
施动态调整。四是制定三张
清单，惠企政策清单包括要素
类政策和产业类政策，及时打
包推送企业；工作任务清单，突
出 12个方面问题，明确市级、

区县（市）级、乡镇各级工作责
任任务；要素保障清单，主要围
绕企业在融资、用地、人才等方
面需求，从需求、供给分别建
立。五是形成四套机制，包括
领导包联机制、专班服务机制、
督促督办机制、考评奖惩机
制。工作要求，包括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责任意识，明确任务
节点、强化统筹推进，营造浓厚
氛围、强化纪律落实三个方面。

会议要求，16个工作组
7月 1日深入企业一线开展
工作，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再上新台阶。我市将在
下步工作中要紧盯目标，强
化落实，着力营造“万人助
万企”活动浓厚氛围。强化
结果导向，将“问题解决率”

和“企业满意率”作为衡量
活动成效的重要指标；强化
机制完善，各开发区、区县
（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
定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
和时间节点；强化责任担
当，各级领导带好头，广大
干部当好政策的“宣传员”、

企业与政府的“联络员”、企
业困难的“化解员”和企业
发展的“办事员”；强化氛围
营造，通过工作简报、门户
网站等加大对活动开展和惠
企政策的宣传力度，在全社
会形成尊商重企、关心企业
发展的良好氛围。

千方百计帮企业拓市场破瓶颈解难题

向企业精准推送惠企政策

16个工作组今日深入企业一线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