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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城事·民生

阅读提示

据了解，去年年底，
在丽水市卫生健康委的
协调下，在市人民医院附
近找了两间店面，打造了
另一家共享厨房。截至
目前，超过20000人次到
两家共享厨房做饭，已惠
及一千多个家庭。

□ 记者 谢佳俊

本报讯 去年市区括苍小区里一个由柴火间改造而

来的厨房温暖了很多人的心。这是一间为白血病患者

免费开放的共享厨房，油盐酱醋水电煤气全免费，开放

以来已惠及 20000余人次，暖了数千名患者的心。10月

19 日，沈姐爱心共享厨房从柴火间搬到了沿街的店面

中，更多爱心和温暖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汇聚。

昨天 10时，记者来到了沈姐爱心共享厨房的新址，

大约 50平方米，和原来的厨房相比，这里宽敞了许多，

还添置了许多新的橱柜和餐具，家属做饭时也不用经历

风吹雨淋了。

“有了共享厨房，病人不仅能吃到喜欢的饭菜，还能

省下不小一笔开支呢。”正在做饭的蒋女士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一只鸭子外面店里卖一百多元，如果在厨房自

己做，只要五十多元，还能保证食材的新鲜和卫生，“我

丈夫最喜欢吃梅干菜炒猪皮，这个菜外面买不到，我今

天做了一大锅，只花了 5元钱。”

2月 14日蒋女士的丈夫查出白血病送到医院治疗

的。“刚确诊那会我备受打击，对这个病也是一无所知，

好在有许多好心人拉我一把。”有一次蒋女士的丈夫急

需输血，但医院的血库告急，她在病友的推荐下找到了

沈姐，沈姐发动志愿者为她丈夫献血，解了他们的燃眉

之急。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我不会相信世界上有这

样的好心人。”蒋女士哽咽着说，沈姐还在共享厨房为

患者和家属煮馄饨，从此之后她知道了这么一个可以自

己做饭的免费厨房，于是经常来这里烧饭。

去年 2 月份，沈姐就把自己楼下的柴火间收拾出

来，改造成共享厨房，水电煤气油盐酱醋全免费，还 24
小时开放。不久后，这事在病人家属中传开了，许多人

成了这里的常客。

这个“厨房”只有三十来个平方米，沈姐一点点添置

了桌子、高压锅、煤气灶等，烧东西还需要在外面，那时

候经常被雨淋。慢慢地，各界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纷纷

捐款、捐物，还帮忙修建了雨棚安装了油烟机。

“原来由柴火间改造的厨房不能完全挡住风雨，而

且也不容易清理卫生，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我们免费

租下了这间沿街的店铺，把原来的共享厨房做了一个全

面的升级。”沈姐告诉记者，听说厨房要搬迁了，许多爱

心人士送来豆腐、调味品等物资，他们悄悄把东西一

放，就默默离开了，“不管在新厨房还是老厨房，这样的

暖心事还有很多，正是有了政府和好心人的一路支持，

爱心共享厨房才能越办越好。”

据了解，去年年底，在丽水市卫生健康委的协调下，

在市人民医院附近找了两间店面，打造了另一家共享厨

房。截至目前，超过 20000 人次到两家共享厨房做饭，

已惠及一千多个家庭。

从柴火间搬到沿街店面

沈姐爱心共享厨房“升级”啦
许多爱心人士送来物资，悄悄一放就离开了
病患家属：“以后做饭再也不担心风吹雨淋了”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陈晓华

本报讯 近日，省发改委公布全省

数字社会系统场景应用路演综合得分，

市发改委选送、由市卫生健康委建设的

“救在丽水”场景应用入选《数字社会最

佳案例集》（第九批）。这是我市继花园

码“一码通丽水”、银龄卫士、浙丽保场

景应用之后，2022 年第 4 个应用入选省

数字社会最佳案例。

“救在丽水”场景应用构建了“1+2+
5+X”山区医疗急救服务体系，围绕“急

救体系、急救速度、救治能力、百姓满意

度”4 个维度，打造“身边救、同步救、精

准救、全域救、全程救”急救全时联动 5
大应用模块，打通了部门间 17 个系统，

确定了 16 个量化指标，确定 19 个信息

模块和 1121 个数据项目。

其中 ，“身边救”场景打造急救资

源一张图，将全市 254 个取得应急救护

证 志 愿 者 纳 入 社 会 急 救 体 系 。“ 同 步

救”场景实现四级医疗数据互联互通，

实现“院前救护车+流动医院”协同急

救，以及重大事故救治现场实时预警、

实时指挥、实时救治。“精准救”场景全

市 统 建“120”智 能 调 度 云 平 台 ，实 现

“秒接秒派”精准调度，并建设车内—

院内远程会诊系统，在途中即可申请

各级专家远程会诊。“全域救”场景推

动“一带三区”急救同城化，打造山区

陆空立体急救网络和空地协同机制。

“全程救”场景打通部门数据壁垒，为

患者提供医疗救助、工伤认定、保险理

赔等多跨部门协同公共服务。

此外，“救在丽水”驾驶舱集成了全

市 221 个医疗机构、127 辆救护车、46 辆

流动医院等资源集体“上云入网”，实现

医疗急救精密智控、一屏全览。管理端

建立急救资源、车辆状态、效能分析等

模块，归集和分析呼救、调度、出车等指

标数据，构建全市急救中心分布图、救

护车分布图、疾病类型统计等。

“救在丽水”场景应用上线以来，全

市累计服务群众 11.37 万人次，群众满

意度由 89.27%提高到 96.99%，共精准设

置基层急救站点 26 个，新增院前救护车

33 辆。山区急救服务半径从 32 公里缩

短至 19 公里。全市 524 台 AED 设备累

计成功抢救 5 名心脏骤停患者。

“救在丽水”场景应用现已列入国

家和省级示范项目，先后获得省党史学

习教育“三为”专题实践活动最佳实践

案例、省卫生健康委 2021 年度“十大有

影响力事件”提名奖、第三届长三角卫

生健康治理卓越案例奖。

“救在丽水”场景应用
入选省数字社会最佳案例

□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孙毅 孔安迪 张昆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莲都区卫健局了解到，莲都区

“一老一小”明眸皓齿工程已于日前启动实施，将为符

合条件的老年群体和适龄儿童提供眼部、口腔健康检查

服务。

10月 17日上午，莲都区全面启动老年困难群体免

费白内障筛查工作，通过现场义诊的方式，为符合条件

的参检老人提供免费筛查和咨询问诊。在莲都区老竹

畲族镇中心卫生院，首场白内障初筛工作有序进行，医

护人员对前来参加初筛初检的 70名 65周岁及以上困难

老人进行了视力、白内障、眼底等医学检测，同时还向

他们普及了白内障病因、症状表现、治疗方法和眼部保

健知识。

白内障作为目前致盲率较高的眼病之一，早期往往

没有明显症状，所以定期进行眼底检查至关重要。记者

了解到，本次老年困难群体免费白内障筛查将遍布全区

14个乡镇（街道），开展集中筛查 22场。

“我们集中筛查结束后，医护人员还将逐期入户，对

一些出行不便的群体开展上门筛查。今后，我们将加强

白内障预防治疗方面的科普宣传，做到白内障筛查早发

现早干预，提高老年人生活品质。”莲都区卫健局公卫

科负责人姜奇亚说。

在大港头镇中心卫生院，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排

队进行口腔检查及窝沟封闭。记者了解到，儿童长牙的

过程中，后磨牙中隐藏的细菌渗透到窝沟，很容易发生

龋病。为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是目前保障儿童口腔

健康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

近年来，莲都区坚持前移防龋关口，推进儿童口腔

健康干预行动，为适龄儿童提供口腔健康检查并为符

合适应症者进行窝沟封闭，建立专属口腔健康档案，

持续提高儿童口腔健康水平。2021 年，全区累计为

3000 余名适龄儿童提供窝沟封闭，免费封闭牙齿超

10000颗。

目前，市口腔医院、莲都区人民医院、联城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大港头镇中心卫生院、老竹畲族镇中心

卫生院、雅溪镇中心卫生院等 6家医疗机构正陆续开展

2022 年口腔健康检查活动，向适龄儿童及家长普及口

腔卫生知识，免费为符合适应症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

并为有需要的小朋友免费充填一颗龋齿。

事关孩子、老人 都是免费的
莲都区“一老一小”明眸皓齿工程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