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台湾某艺人
在录制节目时因心源性
猝死不幸离世的消息充
斥着各大新闻网站和自
媒体平台，该艺人是否
得到及时抢救在备受争
议的同时，也再一次将
大众目光吸引到公共救
护问题上来⋯⋯近日，
姐妹花记者从公共救护
设备和救护知识上入
手，针对我市公共救护
情况展开调查。

“能不能把急救设备列入公共
场所的强制配备？就像消防设备那
样。”在采访过程中，一位市民告诉
姐妹花记者，“如果在项目验收的时
候就将急救设备配备纳入验收要
求，配备率一定会得到显著提高。”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国内并没
有强制安装急救设备的规定，每台
设备数万元的花费，也确实让不少
人不愿“买单”。“但也有‘有人愿意
买单，有人不愿买账’的情况。”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

“一些人流密集区本是很好的安置
点，但即便是免费提供，有些单位
还是不愿安装。”

“如果设备装在我们这里，万一
发生了特殊情况，用这个机器去救却

没救回来，是不是会怪我们？”我市某
单位负责人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我会首选拨打 120，我们又
不是医生，如果自己上去救的话，
万一出什么事就说不清楚了。”“像
心脏病这些疾病不像跌倒擦伤，我
们这些不专业的人去触碰，可能会
起不好的效果，这种情况下我反正
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一些市民
在采访中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姐妹花记者发现，相对于强制
安装规定而言，其实“免责保护”也
是公众救护的一大需要。“担心纠
纷”让不少市民在面对突发情况时
选择保守态度。

早在 2016 年，杭州就曾出台
过《院前医疗急救管理条例》，规定

具备一定急救技能的市民、对为重
病人实事紧急现场救护的行为受
法律保护。但对于大部分地区而
言，类似规定还属于空白阶段。我
市公共救护事业依然任重道远。

既服务到人
更服务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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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城区基本实现AED标准化覆盖
姐妹花记者关注公共救护问题

昨天，新增的17台AED
全部到位了

5 日，随着金水湾小区的 AED 安装完毕，
我市今年新增的 17 台 AED 已全面安装完成，
加上原先拥有的 14 台，目前我市共有 31 台
AED。

AED，是 英 文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的缩写，意思为自动体外除颤
仪，是一种国际上认可的专门为急救突发猝死
病患的可携带设备（主要在公共场合），当心跳
骤停时，在最佳抢救时间的“黄金 4 分钟”内，
利用 AED 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是有
效制止猝死的办法。AED是可被非专业人员
使用的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
也被称为心源性猝死的“救命神器”。

早在今年 7 月，本报就刊登了关于我市
AED分布情况的相关报道，彼时，我市还仅有
14 台 AED 放置于公共场所，如今不到 6 个月
的时间，我市AED数量增加了一倍多，记者来
到了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处，这里的工作人员
刚刚完成新一轮AED的安装。

“这一轮安装完成后，我市城区基本实现
标准化覆盖，也就是说城区各大主要商场、车
站等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基本都达到配备需
求。”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处负责人胡旭说。

但从每万人配备2台的规划标准来看，和大
多数国内城市一样，我市AED数量还远远不够。

今年年初，“完善救急设施设备配备，在人
群密集繁的公共场所和村卫生所配置AED15
台”被列为我市2019十大民生实事之一。

“新一批的AED采用智能化管理，市民可
以 直 接 通 过 手 机 扫 码 打 开 柜 门 快 速 取 走
AED，同时一旦发生设备挪动，后台就能收到
信息和移动轨迹。”胡旭说，“除此之外，在这批
设备安装的同时，往年的设备也进行了智能化
设备改造，目前我市所有 AED 都已纳入智能
化管理和维护。”

统计显示，每年我国突发心脏性猝死发病
人数超过54万人，名人猝死的消息备受关注，
也侧面反映出了我国公共急救设备短缺的现
状。更何况，公共救护水平的提高远远不能仅
依靠设备的投入。

姐妹花记者在采访时发现，绝大多数市民
对 AED 这类急救设备的认知还属于空白状
态，有市民表示，即便有所了解，如果发生突发
状况时也未必敢用。

“虽然说是傻瓜操作，但看上面写着‘电
击’，还是觉得挺恐怖的。”在市综合行政服务
中心上班的公务员小陈表示见过 AED，但表
示并不代表自己就敢用来救人。

“硬件”配齐了，“软件”跟不上。这也是我
国抢救设备和抢救知识双双匮乏的一大表现，
为此，我市多部门联合，将救护培训多方位铺
开⋯⋯

我市今年新增持证救护员2000名以上
“今年，我市新增持证救护员

2000 名以上，救护普及培训受益
人数在 20000 人左右。”胡旭告诉
记者，近年来，我市救护培训社会
参与度明显提高，掌握急救知识的
市民正越来越多。

市职技校的学生李俊毅就接
受了救护知识培训，和他一样，该
校1000多名学生也都接受了正规
的救护培训。“急救知识对于学生
综合素质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同
时，救护资质的获得也有利于学生
在今后的就业市场上占有一定优
势。”该校相关负责人说。

除此之外，我市经营性机构救
护人才需求也呈上升趋势。

“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欧盟国
家，当地公司对我们的企业安全也
有要求，在验厂的时候需要出示一
些的救护证。”我市某出口企业的
负责人表示，经营需求让他们选择

一部分员工进行救护资格培训。
据了解，截止目前，我市今年出

口企业需要进行的救护人员培训达
到了600多人次，占到了总获证人
员的四分之一左右。除此之外，在
市教育局的推动下，我市各大学校
的教师队伍救护培训也呈逐年上升
趋势。“在我市，早有教师利用急救
知识挽回学生生命的例子，因此急
救知识培训普及也获得了大众的广
泛支持和认可。”胡旭说。

“今年我妈就因心脏疾病二度
住院，在医生的建议下我才去了解
的急救培训。”来自芝英的应女士
是为数不多参加急救知识培训的
市民。而在同一期培训班里，平时
热爱运动的市民李先生则是通过
跑步俱乐部进行的报名，“有一次
跑团里组织跑友一起参加急救知
识培训，一共报名了几十名跑友。”

事实上，像应女士和李先生这

样主动进行急救知识和技能培训的
普通市民并不多，目前，因为意识缺
乏，理念滞后，以及缺乏法律和制度
保障，导致我国整体急救教育普及
率十分有限，在面临突发状况时，大
多数普通群众依然不知所措。

姐妹花记者了解到，自2013年
起，我市红十字会就开始进行救护
培训工作，覆盖人群数逐年增加，培
训人数保持金华地区前列，但实际
上，按照我市的人口数来看，我市救
护培训比例仍有待提高。

有人愿意买单，有人还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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