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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120。”每当电话铃
声响起，对于淄博市医疗急救指
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来说，就是一
场生命急救的开始。5月16日、
18日和19日，淄博市医疗急救
指挥中心的3名指挥调度员先
后成功通过电话指导抢救了5
例急危重症患者，用实际行动展
现了淄博急救的高效与专业。

“老人晕倒了，快叫救护
车！”5月16日下午2时3分，淄博
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内电话不
断，调度员高峰迅速接起了一个
急救电话。

“我在周村区东柳滨城，老
人晕倒了。”电话那头，报警人语
气虽焦急，但在高峰的引导下，
还是顺利地说明了所在地址和
联系电话。

“救护车已经出发了，您别
挂电话，我来指导您进行急救。”
在获取了调派救护车所需的必
要信息后，高峰与报警人再次确
认地址，并迅速安排急救站出
车。同时，她当机立断启动了
MPDS系统（医疗优先分级调度
系统），为报警人提供急救指导。

“病人多大了？是男是女？
现在意识还清醒吗？”当得知老
人已经失去意识，高峰果断地指
导报警人进行心肺复苏。“请让
老人平躺在地上，把您一只手的
手掌根部放在她的胸骨上，放好
了吗？再把另一只手的手掌压
在这只手的手背上，然后快速用
力按压胸部，每秒钟至少两次，
每次向下按压至少5厘米。两
次按压之间要让她的胸部完全
回弹。我们需要坚持做600次，
直到急救医生接手。在按压时，
请大声地数出来，这样我可以和
您一起数。请按照我给您的按
压方法一步步来，1、2、3、4，1、
2、3、4……”

在通话过程中，高峰不仅指
导着急救操作，还利用三方通话
功能，让出诊人员与报警人约定

好地点，以便迅速接车。6分钟
后，医务人员就赶到了现场，接
管了抢救工作。当得知病人已
经恢复了生命体征，高峰脸上紧
绷的表情终于稍稍放松了些。

从电话响起的那一刻起，每
一秒都至关重要，这不仅是淄博
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每一名调
度员的工作准则，更是他们日复
一日的实践。在5月18日和5月
19日，指挥调度员张之才也通
过电话指导，成功抢救了1例溺
水患者和1例心跳呼吸骤停的
患者。和高峰一样，张之才在接
到求救电话后，迅速而冷静地询
问了情况，及时调派了救护车，
并提供了精准的急救指导。在
她的清晰指示下，现场的救援人
员立即对患者进行了心肺复苏
和人工呼吸，经过专业医护人员
的无缝衔接式抢救，患者们均成
功恢复了自主心跳。

无独有偶，5月19日晚上，
淄博市医疗急救指挥中心接到
报警电话，在淄博市某游泳馆有
人溺水。指挥调度员张群在迅
速派出救护车后，了解到现场已
有人正在进行心肺复苏，她毫不
犹豫地加入抢救指导中，从正确
的按压姿势到节奏的把握，均冷
静地给予了详细指导。在通话
中伴随着“1、2、3、4，1、2、3、4”
的按压节奏声，现场突然传来一
阵欢呼——— 溺水者恢复了自主
呼吸。但张群并没有因此松懈，
她立即使用MPDS系统的呼吸
诊断工具对病人的呼吸进行了
评估，并在结束通话前反复叮嘱
现场人员要随时观察病人的
情况。

就在同一天，张群还接到了
另一通求救电话。在淄博经开
区傅家镇某小区内，有一人在吃
饭时突然失去了反应。当了解
到病人已经失去意识且呼吸异
常时，她立刻要求报警人返回病
人身边展开现场急救。通过她

的远程调度和指导，病人在急救
医生赶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好
转迹象。

在急救工作中，调度员是院
前急救呼叫受理的第一道关卡，
而远程指导急救则是填补救护
车到达前急救“空窗期”的有力
武器。自2020年9月14日起，
MPDS系统作为淄博市“智慧急
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上
线。当报警人拨打120求救电
话时，调度员在了解患者基本信
息并派车后，便可以进入MPDS
系统，并根据报警人提供的主诉
选择相应的预案。该系统会根
据报警人描述的病情作出初步
判断，从而使调度员能够向报警
人提供有效的专业指导，为急、
危、重症患者的抢救赢得宝贵的
时间，真正实现院前急救的“零
等待”。

在紧急情况下，能否正确、
迅速地拨打“120”急救电话，可
能直接关系到病患的生死。那
么市民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
如何配合调度员进行抢救呢？
其实，在拨通120电话后，调度
员会迅速接听，并询问相关情
况。这时，报警人需要保持冷
静，清晰、准确地报出所在地址，
并详细描述病人的基本情况，如
年龄、性别、当前意识状态、呼吸
情况等，这些信息将有助于调度
员作出更为准确的初步判断。
在提供完这些基本信息后，调度
员还会给出一些初步的急救建
议或指导。

因此，在救护车还未到达现
场之前，与调度员保持通话至关
重要。在调度人员的专业、规范
指导下，报警人不再只能焦急地
等待救护车的到来，而是可以尝
试进行现场自救与互救，从而抓
住施救的黄金时间，为进一步成
功救治赢得先机。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高阳 通讯员 王雷

淄博5月22日讯 5月21
日，伴随着开关的合上——— 唐山
镇后诸葛村3.9996兆瓦的分布
式新能源场站顺利合闸送电，这
不仅为后诸葛村带来了清洁、可
靠的电力供应，也为桓台县的新
能源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实现
光伏开发、集体受益、农民增收、
生态友好的多赢。

在位于后诸村的桓台县巨
惠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棚
内，后诸葛村党支部书记、村主
任于光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原本合作社一年的养牛用电要
15万左右，前期已经在牛棚上装
了部分光伏组件，实行的是‘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的办法；现在
又安装了约1兆瓦的光伏组件。
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解决原先部
分的电费，还多了10万元的盈
利。”

接下来，合作社还将进行二
期光伏组件的铺设，计划加装3
兆瓦，4500块光伏组件。二期
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投资建设，
租用合作社的牛顶棚，不但帮合
作社盘活了闲置资产，还能再给
巨惠合作社增加30万的年收益。

现在，在唐山镇后诸葛村，

部分居民的屋顶上、幸福院等地
的顶棚上，都能看到一幅幅排列
整齐的蓝灰色“方格”，它们所形
成的“光伏海洋”，正有序收集着

“阳光收益”。目前，后诸葛村的
一期3.9996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已经完成，一共安装光伏组件
6000余块，今年可以为村集体
增收40余万元。

唐山镇后诸葛村作为首个
并网的整村集中汇流示范村，项
目本次并网装机容量为3.9996
兆瓦，落地投资约1600万元。
项目年平均上网电量约650万
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
2335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碳约
5226吨,还可减少大量二氧化
硫、氮氧化合物排放。

桓台县整村汇流光伏项目
由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投资建设，
山东东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项目落地实施，该项目计划
投建100兆瓦、总投资约3.75亿
元的分布式光伏项目，最终将让
光伏带来的“阳光收益”覆盖桓
台县20—30个村。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晓宁 通讯员 牛振
王若男

后诸葛村安装的光伏板组件

屋顶有“电站”阳光变“收入”
桓台县唐山镇后诸葛村整村光伏顺利并网

3天5例！“保持通话”救了他们的命
120调度员成功指导抢救5名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