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与此次救治的介入团队成员：宋健副主任医师、陈军副主任
医师；重症团队成员：邓爱兵副主任医师、董建主治医生；护理团队
成员：王静护士长、苟学静副护士长、肖海燕主管护师。

链接：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中心依托京津冀专家团队及医联体迅速发展，
目前已经形成完善成熟的现代化呼吸科建制，基于精准医疗打造肺癌介入立
体式诊治和慢病重症捆绑式发展两个特色。科室是国家呼吸中心——中日医
院呼吸专科医联体成员、全国PCCM规范建设首批达标单位、PCCM呼吸介入
进修基地、PCCM肺功能进修基地、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内镜专项技术培训中
心、幸福呼吸——中国慢阻肺分级诊疗项目沧州地区牵头单位、中国基层呼吸
疾病能力提升项目沧州地区负责单位、河北省卫生健康管理学会呼吸精准医
疗分会主委单位等。

2月26日晚9时，在沧州市人民医院副院
长徐锋的带领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
团队成功抢救一名由外院转入的大咯血危重
患者。历经呼吸衰竭、心力衰竭、休克等严峻
考验，仅用6天时间，患者就拔管撤机，自主进
食，可以正常下床活动，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这一幕，也再次彰显了市人民医院呼吸中心
在省内呼吸介入技术和急、危、重症救治领域
的卓越实力与非凡风采。

呼吸“断档”
生 死 攸 关

60岁的李先生就是这位刚刚转危为安的
患者，因为患有高血压、脑梗死等既往病史，5
个月前在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2月26日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咯血让他
的生命瞬间悬于一线。当时，李先生突发大
咯血，气道窒息、呼吸衰竭接踵而至。经过气
管插管等积极抢救措施后，随即转院至另一家
医院。给予呼吸机治疗以及多学科会诊后，给
纯氧治疗氧合仍难以维持，病情持续恶化，李
先生不仅存在窒息风险，还有可能因为急性
心肌梗死、休克随时死亡，医生建议转至京津
医院就诊，但路途遥远，转运途中异常凶险。

家属考虑到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中心团
队拥有高超的呼吸介入技术和危重症救治能
力，决定将患者紧急转入沧州市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救治。

介入＋重症
“双剑合璧”显神威

和患者家属沟通了解情况后，徐锋副院
长倍感压力，当时不仅时间紧迫，而且抢救难
度极大。但家属的信任，就是医生的责任。
他迅速组织呼吸介入及重症团队到医院待

命，随时准备手术。虽然李先生左主支气管
重度狭窄导致左肺闭塞，出现大量出血、呼吸
衰竭、休克、心肌梗死等情况，但整个团队铆
足一股劲，无论如何也要克服困难、挽救生
命。经过团队协商，很快制定出最佳治疗方
案，在呼吸重症技术保障下利用气管镜介入
技术尽快控制气道出血，同时开放狭窄气道
和闭塞的肺，尽快改善李先生缺氧的状况。

虽然方案确定，但手术风险极高。李先
生当时处于极度衰竭的昏迷状态，纯氧状态
下指脉氧低至45%，用着升压药血压最低至
78/45mmHg，心率高达135次/分。面对生命的
呼唤，徐锋带领团队迎难而上，凭借丰富经验
和精湛技术，成功为李先生实施了手术。徐
锋及其团队首先为李先生建立了更加通畅的
呼吸通道，保障气管镜操作下的氧气供应，但
发现脉氧仍不能恢复。于是立刻开始气管镜
介入手术，先清除气管内分泌物、快速用球囊
成功扩开几乎完全闭塞的左主支气管、继续
置入一个覆膜支架保障气道开放，历经半个
小时手术一气呵成。李先生脉氧迅速上升到
98%，很快肢体活动逐渐恢复。

徐锋说，他们最终通过采用冷冻介入技术，
冻取清除了李先生气道内的血凝块，保障气道开
放，逐步冷冻过程中，发现仍有活动性出血，随即
医护人员采取球囊压迫止血。

整个手术过程可谓是惊心动魄，但术后，
李先生生命体征逐渐平稳，血氧饱和度明显
上升至 99%，心率 100 次/分左右，随即转入
RICU，接受进一步治疗。

医者仁心
奏响生命奇迹最强音

为李先生进行气管插管时，他的呼吸道
分泌物极易喷溅，这也是感染风险最高的时
候，徐锋作为呼吸领域的权威专家，面对危
险，临危不惧，冲锋在前开展抢救工作，带领

医护人员果断地完成了每一步操作，成功建
起“生命通道”。

在这场与死神的较量中，医护人员用行
动诠释了医者仁心。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将
患者的生命放在首位，这种大无畏精神也感
动了患者及其家属。

此次成功抢救，离不开呼吸中心团队的
精湛医术和默契配合，也体现了医院多学科

协作救治急危重症患者的强大优势。多年
来，呼吸中心始终秉承“以患者为中心”的服
务理念，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积极开展新技
术、新项目，在呼吸系统疾病介入诊疗及重症
救治领域取得了显著成绩，为许多患者解除
病痛、带来新生。谈起下一步发展，徐锋表
示，他们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努力提升医
疗技术水平，为更多患者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气道危机 命悬一线

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沧州市人民医院呼吸中心团队重启生命中心团队重启生命““通道通道””
陈姝凡 陈珊

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 徐锋

中共党员，沧州市政协委员，市人
民医院呼吸中心主任、呼吸学科带头
人，市人民医院住院医规培大内科基
地主任，承德医学院、河北医大硕导，
河北省三三三人才，沧州市管青年拔
尖人才。掌握并能亲自开展所有的呼
吸重症和呼吸介入国内前沿技术。在
我市率先开展几十项呼吸介入技术，
填补区域空白，多项技术国内领先。
参与四部中国专家共识、指南的写作
和颁布（慢阻肺诊疗现状白皮书第一
版和第二版、光动力中国专家共识等、
中国慢阻肺管理规范）；曾在全国呼吸
年会讲课、主持国家级继续教育、参与
多项国家课题，是国家PCCM呼吸介
入和肺功能进修基地主任、“幸福呼
吸”中国慢阻肺分级诊疗项目沧州负
责人、全国基层呼吸系统疾病能力提
升项目沧州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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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教育系统将推进九项民生实事全市教育系统将推进九项民生实事（上接第一版）
青少年近视防控青少年近视防控。。创新宣传教育形式，通

过开学第一堂视力健康课、主题班会、知识技
能竞赛等活动，深入开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宣
传教育。突出管理跟进和服务保障，强化学
生、家长和教师对近视的科学认知，引导家长
提高家庭眼保健意识，营造家庭爱眼护眼氛
围。引导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养成良好的学习

和用眼卫生习惯。规范校园视力检测与近视防
控相关服务，严禁无资质机构入校开展宣传活
动和视力检测。

科普沧州科普沧州：：童心慧眼看河海童心慧眼看河海。。推进中小学
科学教育共同体建设，组建“沧州大运河中小

学科学教育共同体”“沧州渤海湾中小学科学
教育共同体”，开展中小学生科学教育和科学
研究活动。邀请沧州区域文化研究著名学者、
域内外科学教育专家进行与大运河和海洋(渤
海)相关的科学知识讲座，普及相关科学知

识。充分利用大运河沿岸、渤海沿海区域教育
资源，与相关文化场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等进行合作共建，拓展科学探究活动路径。指
导各项目共同体、实验区、实验学校开展相关
校本课程的研究与探索，及时梳理、提炼和总

结研究成果，举办科技节等活动，打造沧州科
学教育亮点。

推进督学责任区建设推进督学责任区建设。。指导各县 （市、
区）深入推进督学责任区建设，进一步健全覆
盖全域的督学网络体系，按照“示范区先行，
以阵地建设为基础、制度建设为重点、发挥作
用为核心”的思路，持续优化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工作机制，确保入校督导效果。

（上接第一版）
（（二二）） 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加强食用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

入衔接入衔接。。农业农村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
协调配合，切实发挥承诺达标合格证在食用
农产品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中的衔接作
用。农业农村部门要做好承诺达标合格证
开具、使用相关工作的指导服务和监督检
查，对未按规定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的依
法予以查处，加强食用农产品上市前禁限
用药物和易超标常规药物残留速测把关。
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强化
进货查验，指导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依法
开展入场查验和抽样检验，加大禁限用药
物和易超标常规药物残留速测力度。鼓励
食品生产经营者优先采购附具承诺达标合
格证的食用农产品。建立承诺达标合格证
问题通报协查机制，完善不合格产品闭环
处置流程。

（（三三）） 强 化 肉 类 产 品 检 验 检 疫 出 证 查强 化 肉 类 产 品 检 验 检 疫 出 证 查
验验。。农业农村部门要强化肉类产品检验检疫
出证管理，建立完善屠宰检疫出证信息化系
统，推进肉类产品品质检验无纸化出证，明
确检验检疫证明公开查验途径。完善禁止对
牲畜、禽类注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相关规
定。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将
肉类产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作为肉类产品进
货查验的基础凭证；积极探索应用信息化手
段，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的信息共享和互联
互通。

（（四四）） 加快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加快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协作和执法合作机制协作和执法合作机制。。农业农村部要会同市场
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管理办法，建立健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目录。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要建立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信息共享及反馈机制，加强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范，强化舆情监测
和应急处置协调联动；密切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行政执法协调协作，对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
理整顿。

二、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审查
（（五五）） 规范食品生产经营市场准入规范食品生产经营市场准入。。食品

生产经营许可部门应严格落实许可审查要求，
严禁擅自改变许可条件或未经审查即予许可，
省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要对食品生产经营许可
实施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地方政府指定市场监

管部门以外的部门实施许可的，应符合法律授
权规定，明确申请受理、材料审查、现场核
查、许可决定责任分工，完善许可和监管工作
衔接机制。加强传统特色食品加工制作工艺保
护，与现代检测技术有机衔接，确保食品特色
和质量安全。

（（六六）） 完善特殊食品注册许可制度完善特殊食品注册许可制度。。省级
以上市场监管部门依职责严格开展特殊食品注
册、备案、生产许可审查，对符合条件的重点
品种实施优先审评审批。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
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协作，开展特殊食品技术联
动、专家联审；统筹完善食品健康声称和保健
食品功能声称相关工作。

（（七七）） 完善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完善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市场监
管部门要加强食品安全检查履职能力建设，进
一步完善食品安全检查员制度，做好许可审
查、监督检查、注册核查等专业检查工作。强
化培训考核和统一调配使用，提升专业检查能
力和水平。

三、加快建立食品贮存监管机制
（（八八）） 加强食品贮存安全监管加强食品贮存安全监管。。农业农

村、海关、市场监管、粮食和储备等部门依职
责建立健全食品贮存监管制度，明确监管要
求。加强对从事食用农产品、食品、食品添加
剂及食品原料等贮存主体的监督检查，规范贮
存经营行为。

（（九九）） 落实食品贮存主体责任落实食品贮存主体责任。。食品贮
存主体应建立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证
必备的食品贮存条件，实施食品贮存全过程
记录，严格风险管控。食品贮存委托方应对
受托方的食品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并监
督受托方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进行贮
存。食品贮存委托方和受托方应当明确入库
出库交付查验要求，严格交付衔接和入库出
库管理。

（（十十）） 强化食品贮存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食品贮存属地管理责任。。县级
以上地方政府应明确食品贮存的部门监管和行
业管理责任，督促属地食品贮存主体落实食品
安全责任。非食品生产经营者从事对温度、湿
度等有特殊要求食品贮存业务的，应纳入食品
安全监管范围。

四、加快建立食品运输协同监管机制
（（十一十一）） 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建立实施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

制度制度。。依法建立散装液态食品运输准运制度，
明确运输散装液态食品车辆的食品安全准入条
件和技术标准，核发食品准运证明，确保专车
专用。制定实行运输准运制度的散装液态食品
重点品种目录。

（（十二十二）） 加强食品运输全过程监管加强食品运输全过程监管。。市场
监管部门要会同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粮食和
储备等部门建立健全对食品和食用农产品运输
发货方、承运方、收货方的协同监管机制，研
究制定运输电子联单管理要求，加强交付、装
卸、运输管理和运输工具日常管理，强化从业
人员教育培训，压实各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防范污染变质风险。

五、健全食品寄递安全和配送
安全管理

（（十三十三）） 强化食品寄递安全管理强化食品寄递安全管理。。邮政管
理部门要督促邮政企业、快递企业落实实名收
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防范利用寄递
渠道寄递假冒伪劣食品。邮政管理部门要与市
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协作，加大对寄递环节涉食
品安全违法线索的核查处置力度，依法打击利
用寄递渠道销售假冒伪劣食品的违法行为。

（（十四十四）） 加强网络订餐配送安全管理加强网络订餐配送安全管理。。市
场监管部门要督促网络订餐平台、餐饮经营者
履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落实网络
订餐配送环节食品安全责任。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要将掌握食品安全法律知识纳入网约配
送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网络订餐平台、餐饮
经营者应根据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结合实际建
立适合网络订餐配送行业劳动者的培训模式，
强化食品安全法律知识培训。

六、加强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监管
（（十五十五）） 压实网络食品销售从业主体责压实网络食品销售从业主体责

任任。。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要按规定设置专门的食
品安全管理机构或指定专职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严格审查食品生产经营者入网销售主体资
质，规范主体信息、食品信息刊载公示，依法

对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展示、药物残留
检测等进行检查把关；加强入网销售行为过程
管控，及时发现违规行为并作出相应处置。主
播及其服务机构要规范开展营销活动，依法对
其推荐的食品进行查验。广告活动参与者要依
法开展食品类互联网广告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等。食品生产经营者要严把质量安全关，
保持线上线下同标同质。从业主体明知或应知
产品违法但未采取相关处置措施的，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十六十六）） 强化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问题协同强化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问题协同
治理治理。。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工业和
信息化、网信、广电等部门明确直播带货、私
域电商、社区团购等网络食品销售新业态治理
要求，依职责加强网络销售食品安全问题信息
监测通报和协查处置。网信部门对各部门通报
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方面的不实虚假信息配合
做好相应处置工作。强化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
双向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七、健全餐饮服务综合监管机制
（（十七十七）） 加强网络订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加强网络订餐线上线下一体化监

管管。。市场监管部门要会同工业和信息化、网信
等部门对存在食品安全严重违法情形的平台依
法处置。推动平台和商户实行“互联网+明厨
亮灶”，强化无堂食外卖监管和社会监督。

（（十八十八）） 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协同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协同
管理管理。。教育、民政、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强化对
本行业集中用餐单位的食品安全教育和日常管
理。市场监管部门要强化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
全监督检查及抽检监测，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并
通报同级行业主管部门。

（（十九十九）） 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机完善校园食品安全协同管理机
制制。。教育部门要会同农业农村、市场监管部门
建立健全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全过程管理制度。
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学校食品安全相关工作的统
筹管理和指导，完善学校食堂大宗食材供应商
资质评审制度，建立供应商不良记录清单，推
动优质安全食材进入学校食堂。推动学校食堂
大宗食材集中招标采购，建立采购数字化平
台，规范食材采购、供应、验收、结算等流
程。教育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园膳食监督家长

委员会高效规范运行，会同市场监管等部门及
时办理反馈或直送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要严
格承包经营、食材供应、供餐等经营主体准入
许可，依法查处涉及学校食品安全违法行为。

八、完善进口食品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二十二十）） 强化进口食品部门监管联动强化进口食品部门监管联动。。境
外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能对我国境内造成影
响，或者在进口食品中发现严重食品安全问题
的，海关应当及时采取风险预警或者控制措
施，并向同级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农业农
村部门通报，接到通报的部门应当及时采取
相应措施，并向海关反馈。市场监管部门发
现国内市场上销售的进口食品存在严重食品
安全问题，或者在生产加工环节发现企业将
进口的非食品原料用于食品生产加工的，应
当及时采取风险防控措施，依法依规处置并
向同级海关通报；海关对市场监管部门通报
的问题，应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并根据评估
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有关部门应依职责加强对
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食品生产经
营的安全监管。

（（二十一二十一）） 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监完善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监
管制度管制度。。商务部要会同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
局建立跨境电商零售进口食品负面清单，将明
令暂停进口的疫区食品以及因出现重大质量安
全风险启动应急处置的食品等列入负面清单并
实时调整。海关要根据市场监管部门需要，按规
定提供跨境电商企业、平台及境内服务商等相关
信息，及时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信息交流。市场监
管总局、商务部等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跨境电商零
售进口食品召回责任。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召回
监管力度，督促相关责任方及时召回。

九、加强组织实施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

作，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组织领
导，结合实际抓好本意见贯彻落实。国务院食
品安全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
指导作用，整合优化食品安全领域技术资源，
提高支撑保障能力。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
有效协同，确保食品安全全链条、各环节监管
有机衔接，责任全面落实。重大事项及时按程
序向党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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