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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30 日 ，由 河 南
省卫生计生委、省扶贫办、省文
明 办 主 办 的 河 南 省“ 健 康 中 原
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志愿
服务专项行动走进淅川县。省
卫 生 计 生 委 副 主 任 、省 中 医 管
理 局 局 长 张 重 刚 出 席 启 动 仪
式。

近年来，淅川县始终把健康
扶贫作为行业扶贫的重中之重
来抓，按照国家提出的大病集中
救治一批、慢性病签约服务管理
一 批 、重 病 兜 底 保 障 一 批 的 原
则，围绕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看得好病、少得病，组织实施了
健康扶贫“五大工程”：开辟一条
贫困群众就医绿色通道、实施一
场大病集中救治行动、开展一项
三 级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服 务 、实 行

“一站式”结算和“先诊疗、后付
费”以及新一轮服务能力提升建
设，构筑了医疗保障“六道防线”
( 基 本 医 保 、大 病 保 险 、补 充 保
险、医保救助、民政救助、扶贫保

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得到了
有效解决，全县健康扶贫取得了
良好成效。

在启动仪式上，张重刚对淅
川县“短、中、长”线产业扶贫及
健康扶贫的做法和成效给予充
分肯定。他说，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进一步提升淅川县医疗卫生
机构诊治疾病的综合能力，提高
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医学科学
素养和文明素质，确保全省农村
贫困人口享有安全、有效、方便、
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推进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
的全面提升。

在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们向
淅川县捐赠了 2 万份健康科普报
纸、600 册科普图书。仪式结束
后 ，武 警 总 医 院 专 家 纪 小 龙 以

《河南健康知多少》为题进行科
普讲座。省、市、县各级医院医
务人员组成的大型义诊团队，在
影剧院广场设立 18 个义诊台，为

前来咨询的群众开展义诊、进行
健康指导。专家们精湛的诊疗
技术与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当
地群众的广泛赞誉。当晚，工作
人员在中心文化广场为居民播
放电影《仁医胡佩兰》。

8 月 31 日上午，医疗专家团
队、健康科普专家团队一大早分
赴淅川县各乡镇（街道）卫生院
开展科普培训和义诊活动，为广
大乡村医生讲解健康生活的理
念和健康生活方式知识；深入贫
困家庭走访，先后为 72 岁的气管
炎、肺气肿患者李定保（化名）、
高位截瘫患者贾富云（化名）与
高血压病、糖尿病患者李建朝问
诊、检查，提供健康处方，并深入
病房查房，指导医生制定正确治
疗方案。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健康扶贫志愿服务专项行动，重
点在河南贫困地区开展，向贫困
群众宣传健康扶贫政策、普及健
康素养知识；2014 年启动实施以

来，已在兰考、内黄、新县等 18
地培训基层医生 9200 人次，直接
受益群众 6.5 万人次；2018 年全
年计划在省内 12 个贫困县展开，

首站在光山县拉开序幕，之后又
在平舆、太康等 8 个县行动。此
次走进淅川是第九站。

（乔晓娜 方 圆）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驻马
店市以信息化建设为载体，实行

“互联网+分级诊疗”，形成了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城乡居
民的医疗服务和健康保障的工
作新局面，使贫困人口看病就医
有保障，全面脱贫有预期，受到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这是记者 8
月 30 日从全省健康扶贫三年攻
坚行动暨健康扶贫规范化标准
化制度化建设推进会上获得的
消息。

驻马店市是农业大市，全市现
有贫困户 9.91 万户共 22.99 万人；
其中因病致贫5.65万户共13.02万
人，占总户数的57%。

驻马店市基于现有医疗信息
化基础，结合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的技术创新优势，构建驻马店市分

级诊疗服务体系的整体框架，完成
一个协作平台、一个医生终端、一
个医生服务团队、一套运营服务体
系的建设工作。由政府购买服务
引入第三方社会专业资源，建立

“互联网+分级诊疗”健康扶贫服务
平台，实现市、县、乡、村信息化建
设一体化，建立完善分级诊疗制
度、引导患者有序就医，着力形成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长效工
作机制。

驻马店市按照市、县、乡三级
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全市以市中
心医院等三级医院为核心，多专
科和不同规模的医疗机构广泛参
与，组建不同形式的医联体、医共
体，建立起与县、乡、村高效链接
的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机制。县
（区）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以乡镇

卫生院为支点、以村（社区）卫生
室为网底，分别建立服务中心、服
务站和服务点；县、乡、村三级签
约医生广泛使用移动终端，顺利
实现了“1+3”签约（县级医院专家
组成的专家组、乡镇卫生院医生
组成的基层诊疗队伍和村医组成
的线下家庭签约服务团队组成了

“3”，与贫困人口“1”逐人签订）、
健康扶贫巡诊、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网络远程诊疗、即时服务、电
子诊疗卡数据收集，线上线下互
联互通，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
生化、心电、影像检查结果即时互
通，检查检验同质同步等服务项
目的信息化，充分发挥了市、县、
乡三级医疗机构的分工协同作
用。同时，把医疗服务的触角延
伸到村卫生室，延伸到残疾贫困

患者的病床前，促进优质医疗资
源真正下沉，让农村贫困人口不
出村就能享受优质医疗资源，市、
县、乡、村四级医疗服务体系逐步
建立并不断完善，让群众真正享
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和
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实现农村贫
困人口就医“零距离”。

作为“互联网+分级诊疗”健
康扶贫服务新模式的延伸，驻马
店市还探索开展“互联网+健康管
理”慢性病筛查工作。以 24 项危
险因子为依据，借助人工智能等

手段，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对目
标人群脑卒中、高血压病、糖尿
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按照高、中、
低3个危急程度进行筛查，对不同
程度疾病实行分类管理和干预，
实现关口前移、防治结合，做到了
早预防早诊断早治疗。

如今，驻马店市健康扶贫工作
取得了一定成效，初步建立了“互
联网+分级诊疗”健康扶贫新模式，
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人群摆脱贫
困、同步进入小康提供了重要实现
途径和较好的解决方案。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员崔
冰心）9月2日，全国著名消化病学和
消化内镜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兆申教授与河南省人民医院共同建
立全省首家消化内镜尖端诊疗技术
院士工作站。

李兆申是全国著名消化病学和
消 化 内 镜 学 专 家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现任国家消化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主任、上海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在消化内镜领域和胰腺病诊
治领域进行了系统性创新。他提
出了内镜体检新理念，研发两代胶
囊内镜，率先开展早期消化道肿瘤
内镜微创治疗，并开发了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可控胶囊内镜系统，填
补了国内空白。他和团队还开创
多种微创先进治疗技术，建立了消
化内镜学质控标准和培训体系，提
升了我国消化内镜原始创新和规
范诊疗水平。

此次合作，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全
面提升科研水平与人才培养方面的
又一举措。之前，先后有胡盛寿、陈
香梅、谢立信等院士及其科研团队落
户河南省人民医院，设立了包含心血
管、角膜病、慢性肾病、非编码核酸转
化研究等学科在内的 9 个院士工作
站。作为第十个院士工作站，河南省
消化内镜尖端诊疗技术院士工作站

将在省内建成一流消化病诊治中心，
围绕消化道疾病开展相关临床和基
础研究，全面提升消化道疾病的诊疗
水平，让河南人民与“世界领先”之间
缩短距离，在家门口得到安全可靠的
诊疗服务。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黄玮
表示，河南人口数量庞大，但是医疗
资源不足，特别是优质医疗资源匮
乏。面对这一状况，按照引平台、引
技术、引人才、引管理的思路，河南积
极引进高端人才，充分发挥院士工作
站的引领作用，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优质的医疗服务，为中原百姓
带来健康福音。

“三个中心”筑牢贫困人口健康保护网
——漯河市郾城区健康扶贫重实效

本报记者 栗凤娇 通讯员 胡少磊 姬建国 文/图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
志愿服务专项行动走进淅川

核心提示：拥有健康的身体，
就等于拥有一笔隐形的财富。只
有身体健康，才有机会实现人生
价值。可是，在我们身边，总有一
些人或者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
贫，生活一时陷入困境。看病难、
看病贵依然是摆在贫困人口面前
的现实问题。那么，如何让贫困
慢性病患者得到规范化治疗？如
何让贫困精神疾病患者走出心灵
的阴霾？如何让贫困肢体功能障
碍患者接受正规的康复训练？8
月25日，本报记者走进漯河市郾
城区进行采访，上述一个个问题
的答案犹如一副长长的画卷在记
者面前缓缓铺开……

打出健康扶贫“组合拳”
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

漯河市郾城区卫生计生委的
统计资料显示，郾城区现有贫困
户 736 户 2041 人。其中，因病致

贫 1176 人，占 57.62%；因残致贫
636人，占31.16%；其他原因致贫
229人，占11.22%。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成了贫困人口脱贫的“拦
路虎”，也是郾城区打赢脱贫攻坚
战必须要啃的“硬骨头”。

如何破解脱贫攻坚难题？
郾城区卫生计生委在区委、区政
府的统一领导下，立足实际、发
挥行业优势、精准施策，探索了
一条精准扶贫、稳步脱贫的新路
子。

“先治病根，再拔穷根。精准
扶贫，不落一人。”郾城区卫生计
生委主任闫志红说，针对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因残致贫群体，郾
城区围绕“预防、治疗、康复、就
业，从而实现稳定脱贫”的工作思
路，打出健康扶贫“组合拳”，整合
现有的医疗资源，投资 150 万元
建立“三个中心”（精神健康帮扶
中心、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重度
残疾人集中康复中心），并于今年

7月正式启用，着力解决贫困人口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全面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

据了解，郾城区探索实施清
单式扶贫、网格化救助、个性化
管理、人性化服务，为贫困人口
筑牢健康保护网，获得了群众的
赞誉。

“以前是小病积成大病，大病
要人命；现在不同了，有病敢治
了，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在
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正在接受
康复治疗的商桥镇郭栗庄村村民
栗茂德（化名）兴奋地告诉记者。

“我有遗传疾病，从去年开始
走路困难，最近来到重度残疾人
集中康复中心接受治疗，吃住都
很便宜。国家政策就是好，让老
百姓得到了不少实惠！”龙城镇大
军王村村民王国收（化名）对健康
扶贫政策赞不绝口。

与此同时，郾城区卫生计生
委健康扶贫措施也获得了漯河市

扶贫办、漯河市卫生计生委、漯河
市残联、郾城区委、区政府等单位
领导的肯定。

7 月 16 日下午，郾城区委副
书记董晓凤等对精神健康帮扶中
心和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的工作
运转情况进行督导，并给予肯定，
要求继续组织人员深入农村、社
区、学校等进行健康巡讲和宣传，
提高贫困群众的健康保健意识；
完善相关资料，做到有措施、有计
划、有总结，做好痕迹材料存档；
做好健康扶贫的各项服务工作，
明确相关业务流程，方便群众看
病就医，努力打赢精准健康扶贫
攻坚战。

8 月 15 日上午，漯河市扶贫
办副主任郑学浩、漯河市残联副
理事长杨保录等一行 6 人到“三
个中心”调研健康扶贫工作，详
细了解了“三个中心”的运行情
况、服务经费保障情况等，并对
下一步的健康扶贫工作提出要

求。
郑学浩说，郾城区健康扶贫

工作有亮点，思路超前，一定要摸
清底子，掌握实情；在医疗保障、
精准救治、签约服务、能力提升、
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等方面整体
推进，提高健康扶贫精准度和成
效；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让资源
利用最大化、优势发挥最大化；还
要加强人才培养，把握时间节点，
保质保量，把好事做好。

“到今年年底，精神健康帮扶
中心能接收100名左右贫困精神
疾病患者，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
能正规管理患者 300 余人，重度
残疾人集中康复中心能救治5批
次重度残疾人。”闫志红说。

打造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
建立无缝隙服务诊疗体系

“赶快到屋里凉快凉快，今天
外面太热了。”8月25日11时许，

看到记者来到家中，商桥镇南街
村 73 岁的贫困户刘明胜（化名）
立刻从院子里迎了出来，脸上写
满幸福与满足。

刘明胜告诉记者：“我住院20
天，才花了200多元！要在过去，
我连想都不敢想。非常感谢党的
好政策！让俺在家门口花这么少
的钱就能住院治病。”

商桥镇卫生院院长陈建黎告
诉记者，刘明胜患有脑梗死、心脏
病等多种疾病，8 月 2 日由于胸
闷、吞咽困难等入住慢性病健康
管理中心，8 月 22 日症状减轻后
出院巩固治疗。

问起刘明胜住院期间产生的
医疗费用，陈建黎向记者出具了
一张单据——商桥镇卫生院建档
立卡贫困户住院费用减免单。

这张单据上表明：患者刘明
胜，住院费用 3677.85 元，医保报
销金额 2701 元，自费费用 976.85
元，商桥镇卫生院为其减免自费

部分的20%（金额约为195.4元），
民政救助金额 506 元。最终，刘
明胜实际支付275.45元。

此外，商桥镇南街村的贫
困 户 沈 自 民（化 名）患 有 胃 溃
疡、胆囊炎等多种慢性病，因为
经济条件不好，多年来只是在
病情严重的时候，吃一些缓解
病情的药物进行保守治疗，现
已住到慢性病健康管理中心接
受正规治疗。

栗茂德来到慢性病健康管
理中心治疗后感触颇深：“我最
大的感受就是花钱少、看得好！
医生对待患者就像对自己的家
人一样亲。贫困人员在这里吃
饭还有补贴，一日三餐一共 5 元
钱（早餐 1 元、午餐 3 元、晚餐 1
元），比自己在家做饭都便宜，
我要踏踏实实在这里治疗一段
时间，好好享受一下国家的好政
策！”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讯 （记 者刘 旸 通 讯 员 王 春
晖）8 月 31 日 ，河 南 省 卫 生 计 生 委 举 办
2018 年全省妇幼卫生信息管理培训班，对
2017 年全省妇幼卫生信息工作情况进行
通报。2017 年，全国妇幼卫生监测办公室
对河南省相关工作的督导显示，省级监测
质量评估结果优良，被督导的省辖市级监
测质量良好。

全省妇幼卫生监测信息系统综合评
估，主要针对全省孕产妇死亡监测及危重
孕产妇医院监测、出生缺陷医院监测及人
群监测、5 岁以下儿童死亡监测及儿童营养
动态检测等 3 项工作，依据监测队伍稳定
性、纸质表卡上报及时性和准确性、网络数
据及时性和准确性、网络数据审核及时性、
孕产妇死亡评审质量、基层档案留存等方
面，对全省所有监测机构和监测地区进行；
全省妇幼卫生年报系统综合评估，主要针
对年报相关数据报送和孕产妇死亡个案月
报工作，依据妇幼卫生年报网络直报及时
性、保密数据质量、质量控制报告 3 个方面
进行。

目 前 ，河 南 省 妇 幼 健 康 信 息 平 台 已
初步建成，全省重点民生实事模块、出生
医学证明模块正在平稳运行，妇幼卫生
监测、妇幼卫生年报数据也将陆续和平
台对接。全省逐步实现了从垂直业务与
单一应用向扁平化信息平台与信息交换
共享相结合转变，从妇幼健康管理向公
众服务与综合管理相结合转变，从追求
单一系统规模向促进各系统资源整合转
变。

下一阶段，全省各相关机构和部门将
继续加强质量控制、提高数据质量，进一
步建立健全妇幼健康信息管理制度；全省
各级妇幼保健机构将充分利用信息平台
提取数据与现场质量控制相结合，加强日
常监管和数据对比分析，及时公布质量控
制结果，强化信息交流。

“互联网+分级诊疗”
驻马店市健康扶贫迈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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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首家消化内镜院士工作站成立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候车室有人晕倒
医务人员紧急施救 2版

中医药文化精品
或可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5版

开展健康扶贫工作
中医药可以大显身手 6版

针对腕管综合征
三种治疗方法效果好 7版

专家入户义诊 方 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