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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支队伍，用对一个
职业的坚守，默默守护着一座城
市的文明和健康。

外伤、心梗、休克……在淄
博，每天都有800余人拨通这个
最常见的号码，寻求医疗救助，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成为
这条“生命线”上的忠诚守护者。

作为城市文明发展的重要
标志，淄博市院前急救网络承担
着全市急危重症患者抢救任务，
是2000年淄博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的十二件实事之一，于2001年
4月18日开通运行，淄博市也成
为全省第一个覆盖全市所有区
县、城乡统一指挥调度的地市。

2023年，淄博市医疗急救指
挥中心将急救体系建设与精神
文明创建深度融合，将指挥调
度、技能普及、志愿服务融入精
神文明创建场景，在守护着群众
生命防线的同时，更以坚韧品质
挑战极限，一次次创造了生命的
奇迹。

你有所呼 我有所应

“老人吃饭被噎住了，怎么
办啊？”

“您不要挂电话，救护车已
经派出去了，我了解一下老人情
况。”

近日，一通报警电话拨入淄
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电话那
头，一名中年女性语气焦急，原
来该女子家中老人在吃饭时被
食物噎住，一度失去了呼吸。

值班调度员孙琳第一时间
询问状况并及时安抚报警人焦
急的情绪，同时给予了报警人相
应的指导，“仔细听好，让老人平
躺在地面上……”

通过电话，紧张有序的隔空
抢救进行着，报警人跟随孙琳的
指导为老人做着按压。不久，电
话那头传来报警人惊喜的声音，
同时也传来了老人的打嗝声。
而出诊医务人员将老人接回医
院做过简单的治疗和检查后，确
认其生命体征正常。截至目前，
MPDS优先分级系统成功指导抢
救48例。

很多时候，在生命的紧要关
头拨打120成为最后的希望，而
指挥调度，也因此被称为院前急
救呼叫受理的“第一关”。作为
全市急救医疗体系的指挥中枢，
2023年，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不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和调
度技能提升，组织参加“联合铸
盾，确保黄河安澜”等演练，持续
开展行业创建，为保障群众生命
健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统计，2023年淄博市医疗
急救指挥中心累计接警、出车、

救治分别为27万余次、9.8万余
次、9.2万余人次，年培训1.2万人
次。医疗指挥调度群众满意度
100%。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不断增强全员素质，淬炼专业
化调度铁军，有效填补了救护车
到达前的急救“空窗期”。

强基固本 砥砺深耕

城市因文明而绚丽，生活因
文明而美好。2023年，淄博市医
疗急救指挥中心高度重视精神
文明创建工作，夯实基础，丰富
内容，健全机制，强化服务，开拓
了一条具有医疗急救特色的文
明创建之路。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将文
明创建工作作为坚持党建引领
重要内容，落实理论中心组、“三
会一课”制度，采取领学原文、集
中研讨、知识竞赛等方式，落实
政治理论学习；运用基层宣讲、
展览展示等方法，加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学习宣传教
育；坚持线上线下结合，深化“强
国复兴有我”主题，多次举行“我
为群众办实事”急救服务活动。

为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落实沉浸式创建目标，紧紧围

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公
益广告、提示牌、微信等多种形
式，营造“我学习、我践行”的良
好氛围。同时，发挥新时代美德
风尚倡树引领作用，推广齐人有
礼“新风十条”等系列公益产品，
并充分挖掘传统节日的深厚文
化内涵，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主
题活动的始终。为履行社会责
任，展现急救担当，淄博市医疗
急救指挥中心扎实落实志愿者
活动，年开展“志愿山东”服务活
动50余次，创新“五为”服务模
式，开展“120五进”志愿服务项
目急救培训44次。

全力以赴 使命必达

“请重复地址，我核对一
下。”“我们马上派车，请确保您
在受伤者的身边！”“您好，我是
1 2 0 ，请 马 上 前 去 协 助 救
援！”……2023年11月8日，淄博
市“120”网络系统第九届急救技
能大赛在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
中心拉开序幕。

这场为期三天的大赛，以急
救基本技能和理论知识应用相
结合的考验，展现了淄博市院前
急救系统工作人员的风采，而与
往届大赛不同的是，此次比赛首
次增加指挥调度组类别，不仅有

来自淄博市各“120”急救医院的
46支代表队共92名队员参加，还
有18名一线指挥调度员同台比
拼，以出彩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一
线急救队伍素质能力。

120急救是维护公众生命安
全和健康的“哨口前沿”。2023
年以来，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结合急救医疗指挥调度和社
会公众急救知识技能培训等工
作，紧紧围绕织牢织密“救命
网”、推进“健康淄博”目标，推出
原创公益作品“关爱生命，救在
身边”，打造急救常识技能培训
淄博品牌，同时将“互联网+”物
联网、云平台、大数据等新技术
融合，通过推进微信急救、呼救
定位、AED地图等工作，进一步
打通生死边缘患者们的生命绿
色通道。淄博120，是奔跑在“生
命线”上的急救力量，竭尽全力，
永不言弃，点燃希望之火；凝聚
效能，无私奉献，守护健康之光，
淄博时速，使命必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王雷

淄博120———

绽放在“生命线”上的文明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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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技能大赛

1月3日，晨曦初露，洗漱过
后，梁衍路穿上整洁的工装准备
出门，公司通常会给早、晚班员
工准备伙食，出门前他还专门梳
了梳头。

“我干的活比较轻快，虽然
年龄大了，但安排咱干的，绝不
马虎。”步行10余分钟，梁衍路到
了“单位”，眼前这处独具风格的

“田园综合体”，让人很难与他所
居住的村庄联系在一起。

60岁的梁衍路已是花甲之
年，但在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聂
家峪村，像他这个年龄，仍属“年
富力强”。他的家乡有140多户、
350余口人，在此留守的多是上
了年纪的老人。眼下，聂家峪村
几乎所有人都很忙，问及原因，
村党支部书记黄元才笑着说：

“目前，大伙都扑在‘田园综合
体’项目上，宴会接待已排到春
节后，民宿也是一房难求。”

与不少发展特色农业的乡
村情况相似，几年前，聂家峪村
也将乡村产业振兴“押宝”大樱
桃种植，然而呈现给游客的却仅
仅是一处单一的樱桃采摘园，很
难拢住“回头客”。近几年，在池
上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聂家
峪村整合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
多部门涉农资金，用于乡村旅游
扶贫开发项目配套设施建设，致
力打造乡村“田园综合体”。

“项目很重要，发展思路和
企业管理更重要。”村党支部书
记黄元才坦言，聂家峪村乡村文
旅得以迈上快车道，“头功”当属
6名返乡的年轻人，他说：“如果

不是他们及时返乡，我们怕是仍
在‘摸着石头过河’。”

几年前，得知家乡正在打造
“田园综合体”项目的消息后，毕
业于青岛大学旅游管理专业的

“90后”黄元孔放弃高薪，从青岛
辞职返乡。在村“两委”的支持
下，黄元孔与其他5名返乡的大

学生组成核心团队，“大刀阔斧”
地将村里的大樱桃种植区改造
成高端水果采摘园区，建成9套
精品民宿、73间酒店式客房、1处
音乐酒吧等酒店餐饮设施，还修
建5.5公里环山路打造十里樱花
观光道，种植8万株黄栌打造千
亩红叶谷……聂家峪村由此大

变样。
回忆投身家乡文旅产业的

经历，黄元孔等人深有感触地
说：“其实，最大的收获不是将家
乡建设得多美，而是全体父老乡
亲对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完全信
任。”

雏鹰知还，筑巢安燕。过去
的一年，在几名年轻人的努力
下，聂家峪村“田园综合体”的魅
力逐渐显现，吸引了越来越多本
地年轻人回流。2023年，这座仅
剩百余户常住人口的小山村成
功吸引游客超5万人次，村集体
收入由过去不到2000元增长到
20万元，村民分红约26万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通讯员 鹿传慧

急救演练 指挥调度员应急处置能力比拼

年轻大学生投身家乡文旅产业

打造“田园综合体”吸引游客超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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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家峪村的乡村文旅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