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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公司离场跨界公司离场 口罩产业谁主沉浮口罩产业谁主沉浮

■中国城市报 巩 静

10月24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阳朔县最繁华的西街，过往
四方游客被广场上一颗长6米、
直径 2米多的巨大“胶囊”吸
引。这颗红白两色的“胶囊”上
面写着“‘救’在你身边”和“SOS
应急救援站”等字，里面摆满了
各式各样的应急救援装备。这
是由中华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
志愿者委员会发起的《“救”在你
身边》大型公益项目工程，也是
国内首个由公益组织免费投放
的应急救援“SOS胶囊”。

为积极推进广西应急管理
体系和应急能力现代化建设，
持久构建精细化、精准化的城
乡应急救援网格体系，广西壮
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与中华志
愿者协会应急救援志愿者委员

会联合，在全国首创城乡应急
救援“SOS胶囊”，并在阳朔西
街和阳朔公园首次投放。

城乡应急救援“SOS胶囊”
标志着广西应急部门和社会公
益力量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的要求，为保护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健康和财产的安全，促
进社会和谐幸福，以“‘救’在你
身边”活动为抓手，以点带面，
以少促群，努力倡导“人人学应
急、人人会应急、人人抢应急”
的氛围，全力构建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应急管理新格局。

“胶囊”内摆放了消防、安
保、救灾、防疫、通信、医疗急救
6大类共近百种救援装备和物
品。除了常见的灭火器、救生
圈等应急救援装备外，还有智
能救生艇、AED（自动体外除
颤器）等高端救援装备，一台

AED的价格为4万元，可供非
专业人员用于抢救患者，相较
于人工心肺复苏，AED更能提
高最佳抢救时间内的成功率。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一旦
发生意外事件，即可就近向

“SOS胶囊”报警，调动现场或
邻近志愿者，个人或众人紧急调
用救援装备进行消防救援、水域
救援、医疗急救、道路救援、通讯
救援、安全生产等领域，包括人
员突发疾病、溺水等意外事件迅
速开展萌芽压制和生命施救，紧
抓“事故与生命救援黄金3-10
分钟”的特点，最大程度减少人
身伤害及财产损失。在重大节
假日或工作需求，志愿者以

“SOS胶囊”为平台，组织附近
单位、居民，或配合政府开展防
灾减灾救灾等宣传、演练等活
动，成为社会处处有应急救援

宣传演练的微型舞台。
中华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

志愿者委员会负责人表示，与
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通过《“救”
在你身边》公益项目建立密切、
长久及融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充分发挥各自在应急救援行
业的业务特点，在应急领域开展
公益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共同促进应急救援事业的
延伸发展。

目前，中华志愿者协会应急
救援志愿者委员会选择各类合作
伙伴组建固定或流动的公益群
体，共同开展公益救援活动，重点
有汽车维修店、小商店、宾馆以及
网约车（流动应急救援）等。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
厅有关工作人员介绍，应急救援

“SOS胶囊”将由经过培训的中
华志愿者协会应急救援志愿者

委员会桂林服务队进行日常维
护，对周围发生的各类应急事故
进行救援，是应急救援下沉社
区、打通应急救援“最后一公里”
的有益尝试。目前，这个中国第
一号的“SOS胶囊”配置了两名
党员志愿者承担日常管护。自治
区应急管理厅有关工作人员还介
绍，当重大的意外事件发生后，
在政府部门和国家专职救援队
伍到达后，志愿者即行转化为补
充、辅助力量协助政府部门和国
家专职救援队伍共同工作，对抑
制灾害规模、及时施救、维护社会
稳定起到前期的重要作用，这也
是《“救”在你身边》公益项目实施
的目标之一。广西将根据实际使
用效果，成熟后逐步在全区推广
使用，预置到最前沿、最热闹、最
薄弱、隐患多等地方，努力成为公
众贴心、满意的应急公共产品。

国内首个应急救援国内首个应急救援““SOSSOS胶囊胶囊””落户广西阳朔落户广西阳朔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

10月27日，记者从北京市
交通委和北京市卫健委获悉，
轨道交通车站配置自动体外除
颤仪（以下简称AED）工作已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启动。

到今年年底，北京将完成
7条线路104座车站AED配置
工作。到2022年底，北京市所
有轨道交通车站将实现AED
设备全覆盖，一线站务人员培
训取证率达80%以上。

分三阶段实现所有车全覆盖

据了解，本次AED设备安装

工作按照“试点先行、分步推进”

的原则，以每站1台AED设备的

配置标准，分三阶段有序实施。

三阶段的具体工作时间表
为：2020年底前，完成地铁1号
线、2号线、13号线、4号线、大
兴线、大兴机场线、燕房线等7
条线路104座车站的AED配
置工作；2021年底前，完成地
铁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
线、9号线、10号线、首都机场
线、八通线、14号线、16号线等
10条线路229座车站的AED
配置工作，实现设备覆盖率达
84%；2022年底前，完成地铁
15号线、昌平线、亦庄线、房山

线、S1线剩余5条线路65座车
站的AED配置工作，实现北京
轨道交通路网地铁车站的
AED全覆盖。

与此同时，2020至2022年

新开通线路将同步配置AED

设备。在此期间，AED专业技

能培训、应急抢救宣传等工作

也将同步开展，到 2022 年底

前，实现一线站务人员培训取

证率达80%以上。

为确保AED设备的及时、

有效使用，各地铁车站的AED

设备均放置于车站显著位置，

并设有明显的指引标识。同

时，AED 上也张贴了使用说

明，方便使用者按照流程使用。

同时，地铁运营企业还编

制了轨道交通AED设备使用

管理办法，并会同厂商共同细

化AED设备日常管理、检查维

护、使用流程等具体事项，确保

AED设备保持良好状态并在乘

客意外事件救助中发挥作用。

此外记者了解到，除了增

配设备，这些AED设备将会纳

入信息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

加强与院前急救指挥调度体系

的联通，急救调度中心可全面

掌握全市所有AED设备的定

位及状态，下一步将汇总火车

站、地铁站、交通枢纽、公园等

公共场所所有AED设备的联

网信息，形成全市范围内的
AED地图。这样，市民就可在
第一时间获悉周边AED设备
的位置及是否可用。

配置AED的车站每班组
至少2人具备急救资质

今年6月16日，北京市人
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
强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
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推动本
市火车站、地铁站、交通枢纽、
长途客运站、公园、景区、大型
商场、体育场馆、社区等公共场
所按标准配置AED等急救设
施设备。

AED是一种能够自动识
别异常心律并给予电击除颤的
急救设备，抢救心跳骤停患者
的成功率远高于徒手心肺复
苏。其最大特点是使用者无需
具备专业背景，在接受一定时
间的培训后，操作者即可使用
该“救命神器”。

如果在公共场所发生心
脏骤停危及生命事件时，在
救命的“黄金四分钟”内正确
使用 AED 和实施心肺复苏，
就能极大地提高院前急救效
果，达到挽救生命、减轻伤害
的目的。

自2006年起，北京市地铁

运营企业就组织一线站务人员
参加北京市急救中心、市红十
字会进行的急救员培训，取得
初级急救员证书的人员定期复
训（每三年），保证急救技能水
平；同时，将急救员培训纳入新
入职站务人员培训内容。

自2019年起，地铁运营企
业与北京市急救中心、北京市
红十字会建立培训机制，地铁
员工开始进行AED培训取证
工作。目前，全路网共有1700
余人取得AED急救证书，配置
AED的车站每个班组至少2人
具备AED急救资质，并在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紧急处理。

此外，为保证乘客应急救
助处置规范，据了解，目前各地
铁运营企业均制定了乘客意外
事件处理管理办法及应急处置
预案，对现场急救、陪同就医、
事件调查及理赔处理等工作做
出了详细规定。

同时，各地铁车站在售票
室或综控室配备有1套以上用
于应急救助的急救箱，内含消
毒纱布、绷带、创可贴等20余
种急救物资，为广大乘客做好
医疗救助服务。

自愿急救助不成功可免责

记者了解到，心脏骤停的

抢救成功率受多方面因素影
响，及时、正确地使用AED对
心脏骤停患者进行救助，将有
效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如有乘客倒地，发现没有
意识时即应取来AED；当继续
判断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
时，就应打开AED进行急救应

用。使用者无需具备专业背

景，只要具备急救知识和AED

操作技能，即可第一时间参与

抢救。

但是目前，社会对AED的

认知水平还不高，不会使用、不

敢使用、怕施救不当担责的情

况普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因自愿

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

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

任。”通过法律保障免除善意救

助者的民事责任，让事发现场

的目击者实施紧急救助行为时

无后顾之忧。

为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掌握

急救的基本技能，北京市相关

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强

社会公众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

及培训，进一步细化完善法律

法规，努力营造“人人会急救，

人人敢出手”的社会急救氛围，

为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增添一

份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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