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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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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全部的偶然，其实都是命中注定。”推理小说家
东野圭吾说过，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另
一个人。

日前，在河南省肿瘤医院，焦作小伙儿曹红卫捐献的166
毫升“生命种子”，被转交到医务人员手中，为一个10岁的男
孩儿送去生命的希望。曹红卫也因此成为中华骨髓库第
6281例、中华骨髓库河南分库第600例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爱的生命之火
在11.4万河南好人的手上传递

时间向前回溯，追随曹红卫的捐献记录，可以还原河南
省第600例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全过程。

2016年6月29日，焦作市多氟多新能源公司组织了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招募活动，刚刚入职3个多月的曹红卫踊
跃参加。“这跟搜救、献血一样，都能够帮助他人。只要有能
够帮助别人的机会，我就会去。”2016年12月1日，曹红卫收
到了与患者配型成功的消息；2017年1月10日，体检过关；2
月22日，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做捐献前的准备；2月27日，在河
南省肿瘤医院完成捐献。

据河南省红十字会副巡视员郭巧敏介绍，从2003年中
华骨髓库河南分库正式成立开始，到现在，河南造血干细胞
捐献工作已走过了14年。目前，河南拥有入库志愿者资料
11.4 万人，约占中华骨髓库入库总人数的 5%；成功捐献人
数领跑全国各省份，率先达到 600 例，连续 5 年居全国各省
级分库之首，累计捐献数量约占中华骨髓库捐献总数的
10%。

14年来，河南志愿者捐献的“生命种子”，挽救了我国大
陆多个省份的生命，也飞往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甚至到达韩
国、美国、荷兰、阿根廷、阿富汗、新加坡、比利时等，为世界各
地的患者传递生命的希望。

“生命种子”承载希望
“80后”“90后”成为新生力量

除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人数的增多、捐献频次的增加，捐
献主力军也在悄然发生变化，“80后”“90后”逐渐成为主力。自2004年3月第一
个“80后”捐献者张申捐献造血干细胞后，“80后”捐献者逐年增多；“90后”亦不
甘示弱，自河南第200例捐献者梁文菲于2012年捐献成功，成为河南的第一个

“90后”捐献者后，“90后”捐献者亦逐年增多。
2016年2月29日至3月3日，来自河南6个城市的7个爷们儿齐聚郑州捐献造

血干细胞，为7位白血病患者注入生的希望。
“万一哪天配型成功了，说不定还能救人一命！”抱着这样的希望，来自河南

郑州的“90后”姑娘武佳，于2016年4月18日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成为自中
华骨髓库成立以来首位为阿根廷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中国志愿者。是的，一
个人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人。“希望远方的孩子早日康复，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希望他以后都能平安顺利”。

河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宋永平说，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体现了河南人民的
大爱，该院会大力支持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和移植工作，该院医务人员也
会尽全力保护捐献者的健康，让患者得到高质量的造血干细胞。

生命灿烂如花，如果能够尽一己之力为他人带来生的希望，为什么不去做
呢？这个肯定的答案，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给我们的，也是那些宣传者们的坚
定回答。

志愿宣传影响带动
齐力将“生命偶然”变为“命中注定”

和曹红卫来自同一个工作单位的任抗战，相信大家并不太陌生。这位“全
国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奖特别奖”获得者，在2007年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始
终致力于造血干细胞捐献的宣传工作，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影响别人、带动身边
人，多次成功举办单位内部的造血干细胞捐献活动。像任抗战这样自己捐献过
后又从事宣传工作的志愿者在河南省不在少数。

据河南省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之家”第一任会长兰月亮介绍，“志
愿者之家”成立之初只有十几个志愿者，后来渐渐增加到100个左右。兰月亮
说，开始时，志愿宣传形式很简单，大多数志愿者到新郑、开封等地的集市上进
行宣传，有时候也沿着郑州的主干道骑行宣传。“现在省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多
了，而捐献和捐献的相关报道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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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600例捐献者资料

性别 职业 去向

男
480人

女
120人

医务人员
131人

工人
97人

公务员
57人

北京208例
上海72例
江苏81例
河南38例

境外共17例

从十几年前的试水到今天的合理
布局，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医联体
正在一步步走向全国。

3 月29 日，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
心医院（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协
同发展战略联盟急诊重症和妇产科协
会成立仪式暨医联体理事会第四次例
会召开。郑州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原
学岭、医政处处长张岚，郑州市中心医
院院长连鸿凯、党委书记丁凡、副院长
马超，医联体理事会成员及医务人员
代表400余人参加会议。

同心同质 实现医疗资源最优化
作为郑州市首家组建医联体的医

疗机构，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体走出
了一条合作、共赢、创新、发展之路。

丁凡介绍，医联体运行5年来，通
过实施双向转诊，搭建远程医疗网络，
加强基层人员培训，推广适宜技术，坚
持规范质量巡查，探索实施医师多点
执业，联合开展惠民公益活动，目前常
态化工作机制已基本形成；双向转诊
流程进一步优化，通道基本开通，分级

诊疗格局初步建立。
为了进一步整合医联体内各学科

优质医师资源，打造医务人员交流平
台，深化医联体内专科交流与互动，郑
州市中心医院医联体、协同发展战略
联盟急诊重症和妇产科协会成立，以
实现资源共享，推动医联体内技术同
质化。

会上，医院各管理组就医联体成
员单位2016年年终考核情况进行了反
馈，并对医联体内2016年度考核优秀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及为医联体做出突
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了表
彰。

原学岭对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
体工作表示肯定，并对2017年医改新
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强调，分级诊疗
是今后工作的重点，医联体下一步的
发展必须注意几个方面：一是精准实
施帮扶，全面推进分级诊疗；二是完
善体系，积极发挥成员单位作用；三
是准确研判，面对公立医院改革出现
的新形势、新问题，要做到有的放矢；

四是依托医联体，在推进分级诊疗、
居民签约过程中，把医养结合作为主
要任务来抓，加快推进医联体发展进
程。

共享共荣 构建区域和谐新蓝图
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体自 2012

年成立至今，成员单位已达 83 家，服
务范围涵盖郑州 580 万余人口；通过
持续开展十大帮扶项目，实现了各级
医疗机构间从竞争到协作，群众就医
观念从无序到科学、从被动到主动的
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郑州市中心医院
医联体利用信息化手段布局全科远程
门诊，形成了从村卫生所到卫生院再
到二级医院最后到三级医院的全科分
级帮扶模式；组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团队，并对已签约的重点人群和重点
疾病居民实行临床医师、护师、公共卫
生医师、健康管理师的“四师管理”模
式。

此外，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基地，郑州市中心医院依托医务人员

成长中心、通过基层在岗医师转岗培
训、全科医师定向培养等方式，多渠道
加强基层医院人才队伍建设。

实实在在的帮扶，真正把医联体
成员单位的心连在了一起。

“经过与郑州市中心医院的合作，
新密市现已初步形成了‘市联县、县带
乡、乡管村’的分级诊疗模式，有效促
进了优质资源纵向流动，提升了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新密市卫生计生
委主任寇海荣说。

在荥阳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张
晋看来，当前松散型医联体在人员调
配、利益分配等方面还存在缺陷，下
一步应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同时要发
挥县级医院在分级诊疗中的关键作
用。

正视不足，方能走得更远。连鸿
凯表示，今后郑州市中心医院医联体
将围绕共生、共管的原则，实现标准
化；在区域内要做到互相支持，共享
资源，从而实现共荣，使医联体工作
得到可持续发展。

共生 共管 共享 共荣

引领河南分级诊疗“风向标”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王建明 陈亚平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梁
雅琼）3月24日下午，河南省医院协会
医院文化专业委员会暨河南省医院自
媒体联盟第二届第一次常委会在郑州
举行。会议就河南省医院协会医院文
化专业委员会2017年重点工作进行了
讨论，明确了“办好一个年会、开展好
四项活动”的总体思路，通过了申请加
入河南省医院自媒体联盟的第二批42
家新成员单位。

自2016年12月18日成立以来，河

南省医院自媒体联盟本着“搭桥梁、当
纽带、做调研、搞服务”的目的，团结各
会员单位，凝神聚力，积极打造医院文
化建设高地，培育医院自媒体品牌。
此次在第一批48家成员单位的基础上
又吸引了包括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等在内
的42家新单位加入，为不断扩大中原
医院品牌辐射效应，打造河南医院文
化建设品牌阵地注入了活力。

河南省医院
自媒体联盟再“扩容”

■习近平3月29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
调，培养热爱自然、珍爱生命的生态意识，把造林绿化事
业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参加活动。

■经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批
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
展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
活动和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马
志广）计生监督工作“是什么、干什么、
怎么干”？3月31日，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召开的2017年全省计划生育工作培
训班针对以上问题邀请专家解惑。国
家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局副局长鹿文
媛参加培训班开班仪式并授课。河南
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周学山在培训班
开班仪式上讲话。

此次培训是河南省卫生计生机构
融合、职能合并后，举办的第一次全省
范围的计划生育监督工作培训。培训
的目的是为全省卫生计生监督员解答

关于计生监督工作“是什么、干什么、
怎么干”的疑惑，提高广大卫生计生监
督人员的计生监督业务水平和工作能
力，从而使他们更好地适应当前科学
发展的新形势和卫生计生工作面临的
新要求。

周学山要求，计生监督工作是
综合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
地要积极作为，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理
顺关系，整合资源，建好队伍。当
前，正处在卫生、计生整合的关键时
期，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高度重
视，加快推进卫生计生行政执法资源

整合，要认真梳理计生监督工作职
能，明确职责。各地要加强培训，提
升能力，要结合河南省的人才培训战
略，强化对计生监督工作人员的培
训；要将计生监督工作人员培养纳入
首席监督员及人才库遴选工作中，为
计生监督工作储备人才支撑。各地
要积极作为，探索方法。计生监督
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各地要通过这
次培训，领会计生监督工作精神实
质，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建立计生监
督工作制度，提升计生监督工作水
平。

此次培训邀请了国家卫生计生委
综合监督局副局长鹿文媛、国家卫生
计生委综合监督局计划生育监督处处
长罗锋、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司
基层工作处处长徐拥军、国家卫生计
生委家庭发展司性别比治理办公室主
任魏子柠、四川省卫生计生监督执法
总队支队长周琴、辽宁省卫生计生委
卫生计生监督局计生监督科主任宋
扬，针对新形势下的计生监督工作、监
督工作整体思路、母婴保健及计生技
术服务、监督基础与执法实践等，为与
会人员进行了全方位的培训。

补齐短板 统一思想 提高专业水平

全省计生监督人员接受培训

↑3月31日上午，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干部职工代表来到新郑市黄帝故
里，共同礼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清明节到来之际，省卫生计生委开展“我
们的节日”之2017年清明节“寻根祭祖”活动，缅怀先祖，祭奠圣贤，弘扬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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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读者
因清明节放假，本报4月4日（周二）休刊1期，4月6日（周四）起恢

复正常出版。
本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