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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日，当记者走进位于青大
附院西海岸院区西侧的山东96120非
急救转运平台客服中心时，正好碰见
客服人员徐齐端坐在工作台前接听
电话。“喂，您好，这里是山东96120非
急救，请问有什么需要？”“好的，请您
说明患者情况和用车时间。”……
  挂断电话后，徐齐的手指飞快地
在键盘上敲打着。“一名因车祸导致植
物人状态的患者需要提供监护护送服
务至内蒙古包钢医院。调派4号车辆，
配两名驾驶员、一名医生、一名护士跟
车，使用吸氧、心电监护仪等医疗设
备。30分钟后出发。”不一会儿，一个
用车订单信息便上传到系统中。
  随后，记者走出客服中心来到停
在门口的4号车前，两名司机和两名医
护人员已经准备就绪。“我们每次出车
前都会用消毒液对驾驶舱、医疗仪器
设备进行消杀。”护士刘琪琪说。消杀
完毕后，车组人员穿戴好防护服、手
套、口罩便上车出发，赶往预约地点。
  到达后，患者家属早早地在楼下
等候。在简单地交代注意事项后，司
机和医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患者推
上了山东96120非急救医疗转运车。
  患者家属表示：“一开始听说需要
转院回内蒙古时，我们感到很为难。
由于是非急症，‘120’急救车不接单；路
途遥远，如果用缺少专业医护设备的

私家车运送又不安全。在一次和病友
的交流中，我们了解到山东96120非急
救转运可以为我们这种非急症患者提
供专业医疗监护转运服务，我立即打
电话下了单。”
  “我们不仅可以按照患者需要配
备医护人员、医疗仪器设备，提供简
单照护、医疗处置等非急救医疗护送
转运服务，还可以提供单一的医疗延
伸助行转运服务。”跟车医生李梦夏
在调试好监护仪器后向记者介绍道。
  说话间，96120转运车来到了黄岛东
高速路口，一个跨越4省（区）、长达1300

余公里的长距离转运任务便开始了。
  记者了解到，山东96120日均接到
200余个非急救转运订单，仅今年11月
份，长途转运任务就达1268单。“为了
让医院的急救资源不被‘挤占’，我们
于3年前搭建起了全省首个由政府主
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运营的社会化
非急救转运平台，开通了全省唯一的

‘96120’非急救转运专线，极大满足了
广大患者的非急救转运需求。”西海岸
医疗健康发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
理刘鹏说，“我们的非急救转运车辆分
为助行转运车和医疗转运车两种，医

疗转运车和‘120’急救车具有相同的
配置，同样配有呼吸机、心电监护仪、
除颤仪、吸氧装置、吸痰器、微量注射
泵等仪器。平台所有执业医生、护士
和司机均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经过
统一的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的学习、
培训，有丰富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
践经验，并取得了相应的合格证书。”
  山东96120非急救转运平台上线
运行三年来，在西海岸新区建立了运
营中心，在泰安、烟台、临沂、东营、济
宁、日照等九地设立了服务中心，已
在全省纳入转运服务机构32家，在网
服务车辆186辆，在网服务人员516
人，建立起支撑山东半岛、覆盖全国
大部分地区的非急救转运机制，让行
动不便患者的“转院路”“出院路”不
再艰难。
  刘鹏说，山东96120非急救项目
是西海岸医疗健康发展集团利用“互
联网+平台”思维在未来健康产业领
域打响的“第一枪”。下一步，该集团
将不断挖掘群众多元化的健康服务
需求，扩大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
持续迭代升级服务体系，汇集形成上
门护理、上门医生、名医在线、居家护
理、预约陪诊、住院陪护、家政服务等
多项健康生活服务的综合平台，实现
健康生活服务从医院到基层、到社
区、到家庭的链接易达，助力区域医
疗健康资源统筹发展，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完善、更精准、更细致的服务。

   山东96120非急救转运平台救护人员将患者送上转运车。

非急救转运平台日均接单200余个，为群众提供更完善、更精准、更细致的服务

“96120”让转院之路更通畅

　　□本报记者 王雪
　　本报通讯员 齐林新
　　
  “你转钱了吗？”“没转？那就好！”
这是张学进和受害群众见面后常说的
话。张学进是黄岛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的一名反诈民警，今年51岁的他在反诈
中心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因此大家都
亲切地叫他“老张”。工作中，老张严谨
细致、善于钻研，尤其是对于本职工作，
更是有三个“妙招”与诈骗分子较量。

　　11月25日下午2时30分，黄岛公安
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上级推送的任务：
辖区内的王女士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
络诈骗。张学进迅速赶往王女士家。
  10分钟后，张学进到达后发现王
女士的家人正急得团团转。原来王女
士就在屋里，但大家却叫不开门。张
学进赶紧大声向王女士表明身份。王
女士这才打开门，并警惕地表示自己
正在和“民警”通话。张学进接过电
话，大声质问对方，对方很快挂断了
电话。
  经了解，王女士接到自称哈尔滨
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她在
哈尔滨的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并称
王女士涉嫌洗钱。一名自称“民警”的
人让王女士下载了两个APP，王女士已
将多张银行卡的余额告诉了对方。如
果张学进再晚到一会儿，王女士就将

遭遇财产损失。
  当天下午4时，张学进又接到预警
指令：滨海街道的张女士疑似正在遭
遇电信网络诈骗。
　　张学进第一时间赶到张女士家，敲
门无人应答。他立即让张女士的家人
通知亲友，如果接到张女士借钱的电
话，不要借给她。下午5时30分，张女士
的邻居孙某提供线索，张女士找他借两
万元钱。张学进马上让孙某将张女士
带到滨海派出所。经过劝说，张女士幡
然醒悟，成功避免了财产损失。
　　一天成功劝阻两起电信网络诈骗
案件，得益于张学进的反诈第一招———

“快”。“我们得和骗子拼时间，早一点联
系上受害人，就多一分阻止诈骗成功的
可能，必须跑赢骗子！”张学进表示。

　　据了解，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中，诈
骗分子往往精心编织谎言，这些骗局
对受害群众具有极大迷惑性。因此，
做好劝阻工作，成为张学进阻止诈骗
成功的又一妙招。
　　去年10月4日，隐珠派出所接到一
名男子的求助。原来，其姐姐陈某经
人介绍下载了一个投资平台APP，已投

入不少钱却收益甚微，当天又要借款
26000元搞投资，家人劝阻无果。民警
分析认为，陈某遭遇了投资类电信网络
诈骗。张学进找到陈某，向其揭露投资
类网络诈骗的手法，并添加了她的微
信，反复向她发送反电诈宣传资料。经
过连续三天的不停劝说，陈某终于意识
到被骗，并配合报案。
  “骗子研究受害人的心理，我们也
要研究；骗子为的是让受害人上钩，我
们为的是让受害人醒悟！”张学进说。

　　打防结合，防范为先。“双11”购物
节前后，张学进对购物类电信网络诈
骗进行重点宣传，用幽默风趣的方式
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取得了良好效果。
　　作为专职反诈民警，张学进的手
里总是提着一个装有反诈宣传材料的
袋子，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到大
集上宣传时，他会将反诈防骗知识编
成顺口溜，录到他专门购买的小音箱
里，在向赶集群众发放宣传材料的同
时，不停地播放反诈防骗提醒。
  针对大学生群体，张学进组织开
展“无诈校园”创建活动，并通过培养

“反诈宣传员”，构筑起了宣传网络。
“张警官的反诈宣传非常接地气。听
了他的讲课后，我学了不少防骗知识。
我要把这些防骗知识告诉家人朋友，
让更多人远离诈骗。”中国科学院大学
海洋学院的一名学生说。

民警老张的反诈三招

张学进在大集上开展反诈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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