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所有办公室垃圾
实行两分类，公共区域垃圾实行四分类，全体干部职工
积极践行健康生活方式。该中心更换室内两分类垃圾
桶72个、公共区域四分类垃圾桶16个、室外四分类垃圾
桶20个、厨房垃圾桶4个，并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生活
垃圾分类指导及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使用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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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18日 星期二

责编 刘 勇 美编 刘 勇疾病防控4 YIYAO WEISHENG BAO

“虽然我们的地方病防治
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建立
了完备的地方病防治体系，地
方病监测网络也遍布全省，并
培养了一大批地方病防治专业
人员，特别是洛宁县地方病防
治院已经加挂洛宁县长水中心
卫生院的牌子，为当地人民提
供了其他医疗卫生服务，但我
们也要明白造成地方病的因素
不会在短时期内改变，要持续
消除地方病，未来还需要全社
会继续努力。”林艳丽说，“由于
地方病防治是系统工程，责任

部门多、牵扯面广，任何一个环
节出现问题都将影响防治效
果。当前，河南省部分地方可
持续性消除地方病的工作机制
尚未完善，防治措施尚未有效
落实，后期管理亟待加强，制约
地方病防治能力提高的问题也
比较突出。”

对于下一步工作，林艳丽
说，河南省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贯彻落
实8月30日全国地方病专项防
治工作推进会议和孙春兰副总
理重要讲话精神以及陈润儿

省长做出的做好地方病防治
工作批示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社会参
与”的地方病防治工作长效机
制，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地
方病防治“十三五”规划为引
领，夯实各部门责任分工，抓
住地方病防治的重点问题，加
强病人救治管理，加大防治经
费投入力度，切实落实各项综
合防治措施，保障重点地区可
持续性控制地方病目标实现，
同时加强地方病防治队伍能
力建设，提高防治服务水平，

加强地方病监测，为实现基本
消除重点地方病危害提供科
学支持。

据张伟平介绍，地方病防
治作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省
卫生计生委主任阚全程十分重
视，不仅专门听取相关工作汇
报，还要求尽快启动实施地方
病专项防治3年攻坚行动，并与
健康扶贫相结合，因病施策、防
管并重、综合治理，力争到2020
年基本控制和尽快消除危害人
民健康的重点地方病，助力健
康中原建设。

这所医院曾九易其名……
本报记者 冯金灿

加强部门合作
落实联防联控机制

濮阳市卫生计生部门主动与教育主管
部门建立结核病防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共
同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学校结核病防控对
策和措施，每季度召开学校结核病防控联席
会议，通报辖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开展情
况，强化日常防控措施落实，完善疫情发生
后的应急处置，切实做好学校结核病防控工
作。

强化学校结核病防控措施
提高防控能力

濮阳市加强对学校尤其是寄宿制学校
和民办学校的结核病防治工作的管理、指
导，监督学校结核病等传染病防控措施的
落实；通过明确学校主要责任人、指导学
校制订日常结核病防控工作计划和学校传
染病应急处置预案和按照相关要求配备相
应的学校卫生（保健）人员，落实学校传染
病防控职责；通过学生晨检及因病缺勤信
息的登记和追查，疾控机构及时掌握学校
疫情动态；把结核病的筛查作为新生入学
体检和教职员工每年常规体检的必查内
容，建立健全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档
案。

加强学校结核病疫情监测
强化早期预警

各级结核病防治机构充分利用传染病
网络直报系统，主动监测各学校结核病报告
发病情况，每天安排专人浏览传染病疫情报
告网；发现学生身份的结核病患者，立即组
织人员进行核实，做到发现一个及时处理一
个，确保结核病患者和可疑症状者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就诊、早治疗。对发现有
结核病疫情的学校，濮阳市严格按照国家、
省级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的学校结核病处置
规范要求，及时做好疫情处置和密切接触者
的筛查工作，防止疫情蔓延。

加强督导
做到依法防治

濮阳市全面加强对学校结核病防控工
作的督导检查，卫生计生部门、教育部门、
结核病防控机构每半年联合组织一次督导
检查，并对近年发生疫情的学校，尤其是
民办、寄宿制学校进行重点督导，认真查
找学校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薄弱环节，分析
原因，提出解决措施；对学校结核病防治
工作不力、推卸责任的要严肃处理，对造成学校结核病疫情流
行或蔓延等重大后果的违法行为，要依法查处。

积极开展结核病知识培训
加强健康知识宣传

在每年的结核病防治日，全市各级结核病防治人员深入各
类学校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采取健康教育课、主题班会、
展板、黑板报等多种形式，利用播放结核病防治知识的小电影、
视频、快板、动画等学生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对
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广泛宣传结核病防治知识和危害，切实提
高广大师生的防病意识和能力，使结核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明
显提高。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樊培培）9月7日，
洛阳市涧西区卫生计生委在大张盛德美购物广场组
织开展了食品营养标签宣传及“减盐减油”专项行动
宣传活动（如图）。

在活动期间，工作人员向市民传递正确的食品营
养信息，引导市民关注并能看懂食品营养标签，帮助
市民做出有利于健康的选择，同时也为市民详细讲解
了“减盐减油”核心信息。工作人员现场演示健康4
件套的使用方法，与市民互动交流，发放食品营养标
签、“三减三健”“减盐减油”及健康生活方式核心信息
等7种宣传页及环保袋300余份。

此次宣传使市民对食品营养成分表有了正确认
识，帮助他们根据自身健康条件选购食品，同时普及

“减盐减油”核心信息，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
责任人”理念，广泛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知识，提
高公众健康素养，受到大家的好评。

本报讯 近日，焦作市卫
生计生委应急办在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举办全市中东呼吸综
合征疫情防控知识专题培训
班，进一步做好中东呼吸综合
征疫情防控工作，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各县（市、区）卫生计
生委分管主任、卫生应急办公
室主任，县（市、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管领导、传染病防控
科负责人以及市第三人民医院
相关人员等共 60 人参加了培
训。

此次培训班特邀焦作市
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就中东呼
吸综合征的临床诊疗及防控
知识进行了授课，使全体学员
对中东呼吸综合征的传播途
径、诊疗方法、重症救治有了
新的认识。

会 议 下 发 了《焦 作 市 中

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卫生应急
预案》，并就焦作市中东呼吸
综合征疫情防控工作进行部
署。

下一步，各部门将切实加
强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督
促检查；按照“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切实承担起本部门、本
系统、本单位的防控任务；切实
做好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输入
防范应对工作，积极配合检验
检疫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可
疑病例和密切接触者转运方
案，建立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
大疫情监测力度，落实防控物
资储备，加强卫生专业技术人
员的业务培训和督导，充分做
好防控宣传工作，做到早发现、
早隔离、早报告、早诊断、早治
疗。

（王正勋 高新科）

本报讯 癫痫防治工作任重
道远。自2017年起，淅川县开展
农村地区癫痫防治管理项目，在
15 个乡镇和 2 个社区同时启动，
覆盖农业人口67万。

目前，淅川县累计筛查癫痫

患者959人，入组管理368人。
该县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

公益为纽带，以科技为手段，以专
业医疗机构为技术保障”的理念，
建立保障实施的领导和协调机制；
成立由卫生行政管理人员、神经科

专业医师、疾病控制公卫人员和村
医组成的县、乡、村三级癫痫防治
队伍，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技术
培训、知识宣传、指导检查、质量控
制和资料收集整理等工作；邀请
省、市专家对该县项目医生进行癫

痫知识培训，提高癫痫诊治水平，
规范诊断、治疗、随访、管理技术。
经县、乡、村筛查并确认为项目对
象后，五年内服药免费。

下一阶段，淅川县将积极会
同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配合上级专家，对上报的癫
痫患者明确诊断、对照相关条件，
确定免费治疗对象，免费发放癫
痫治疗药品；尽最大努力，使更多
的癫痫患者得到有效治疗。

（乔晓娜 方 圆 邹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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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涧西区开展
食品营养标签宣教行动

9月10日，农历八月初一。这天，记者穿过秦岭支脉崤山，来到位于豫西山区的洛宁县长水镇。这个位于深山中的小镇看似不起眼，但在中华文明中却久负
盛名，因为这里是传说中的“洛出书处”。

相传，远古时代，洛宁县的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洛书”至今滋养着中华文明，可谓享誉世界、震古烁今。
洛宁县却是地方病的高发区。特别是长水镇，当地群众饱受大骨节病、克山病、碘缺乏病、氟病和布病的折磨。曾在当地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近20年的退

休医生张丙旺说：“这里是河南地方病防治工作的活化石，长水中心卫生院的发展变迁折射了河南地方病防治工作的成绩和曲折。”
很快，记者从洛阳市区驱车近100公里，来到此行的目的地——洛宁县长水中心卫生院。

据介绍，河南是历史上地方
病流行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由
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等原因，全省159个县（市、区）都
不同程度地存在地方病现象，主
要表现为病种全、患病人数多、病
情重等特点。

“目前，河南省主要有碘缺乏
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大、地方性克
汀病）、地方性氟（砷）中毒、高碘
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和克山病六
大类重点地方病。”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地方病预防控制所所
长郑合明说，“其中，以洛宁县为
代表的豫西山区，地方病病种多、
病情重，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
带来严重影响。”

为了加强当地的地方病防
治工作，河南省委于 1960 年成
立了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省
防疫站成立专门的地方病防治
机构，并于 1972 年正式挂牌洛
宁县地方病防治院，主要负责
当地及邻近地区地方病防治及
监测工作。

据退休前曾在洛宁县地方病
防治院担任地甲科科长 10 年的
张丙旺介绍，洛宁县地方病防治
院占地面积33亩（1亩=666.67平
方米），拥有医务人员 50 多名。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人潮
涌动，每日门诊量超过 50 人，很
多省内外的患者慕名而来，有时
候会出现一床难求的情况。

在实际工作中，洛宁县地方
病防治院针对大骨节病，推广中
医治疗方法，有效率超过75%，吸
引了省内外大批患者前来就诊；
针对克山病，通过全民口服亚硒
酸钠、建立三级治疗网、自产自
食高硒蛋等多种治疗方法，实现
了病情稳中下降；对于碘缺乏
病，采取全面食用碘盐、采用激
素替代疗法等措施，有效控制了
地甲病和克汀病；对于氟中毒
病，加强监测，明确病区，积极协
调有关部门改水降氟，确保当地
居民饮用水安全，基本控制了地
方性氟中毒。

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所县级
地方病防治机构，洛宁县地方病
防治院在做好当地地方病监测、
防治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其
他病区地方的地方病监测工作，
深入渑池县、嵩县、灵宝市、栾川
县和卢氏县等地进行各种地方
病监测、防治工作，为全省地方
病监测防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
据。

有了专门机构，工作就好
开展了。在洛宁县地方病防治
院及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
豫西山区地方病肆虐的情况很
快得到控制。

据省卫生计生委疾控处调
研员林艳丽介绍，其实，不仅仅
是以洛宁县、卢氏县和灵宝市
为主的豫西山区，在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省各级
部门的努力下，河南的地方病
防治工作已取得明显进展。截

至目前，我省已经建立了完备
的地方病防治体系和遍布全省
的地方病监测网络。为了巩固
碘缺乏病防治成果，全省供应
除高碘地区外 9300 万人的碘
盐，碘盐覆盖率超过95%；饮水
型氟（砷）病区累计改水 17319
个自然村，病区受益人群971.9
万人，有效控制了饮水型氟中
毒病情；以改炉改灶为主要措
施，综合防控燃煤污染型地方
性氟中毒，受益人口达 15.3 万

人；食盐加硒等综合防控措施
有效防治克山病与大骨节病，
使大骨节病与克山病处于稳定
控制状态。

在地方病监测网络建设方
面，全省每年对 156 个县（市、
区）4 万余户居民开展碘盐检
测，对孕妇、育龄妇女、小学生
等重点人群进行碘营养检测，
为科学补碘提供依据；连续5年
开展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重点
检测，共监测67个县460个村，

监测水氟、尿氟5679份，调查儿
童32270人，临床检查22万人；
连续开展克山病重点监测和内
外环境硒水平监测，近5年来累
计检测 3884 人次；持续做好大
骨节病监测，累计监测1106人。

同时，为了加强全省地方
病防治能力建设，我省还先后
举办各类培训班，培训省、市、
县三级专业人员 1500 余人次，
培训市、县、乡三级专业人员近
3800人次。

地方病肆虐
防治机构顺势成立

成立专业机构 地方病防控成效明显

完成历史使命 防治机构几易其名

未来还需努力 消除地方病任重道远

焦作加强
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

淅川县癫痫筛查防治项目落地生根

记者当天来到这个曾经
省内知名的地方病防治院时，
这里已经挂牌洛宁县长水中
心卫生院和洛宁县第二人民

医院。
据张丙旺介绍：“洛宁县

地方病防治院的兴衰折射了
河 南 地 方 病 防 治 工 作 的 成

绩。”
“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医院

曾经九易其名，每次改名都是
为了更好地为地方病防治工作

服务，可以说这里是河南地方
病防治工作变迁的见证。”河南
省卫生计生委疾控处处长张伟
平说。

“这一系列改名看似无迹
可寻，其背后反映的是地方病
防治工作的重点和成绩。”据张
伟平介绍，随着名字的不断变
换，医院的工作重点也不断改
变，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最终

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地方病，护
佑当地人民群众。

目前，包括洛宁县、卢氏县
和灵宝市等地在内的豫西山
区，这个曾经地方病肆虐的地
方，各类地方病已经得到有效

控制，部分地方病已经完全消
除。“作为专业的地方病防治机
构，洛宁县地方病防治院也逐
渐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开始了
新的工作内容。”洛宁县卫生计
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顺应历

史潮流，洛宁县地方病防治院
加挂洛宁县长水中心卫生院的
牌子，双方联合办公，在继续做
好地方病防治工作的同时，可
以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的医疗
卫生服务。”

为了预防控制在豫
西山区肆虐的地方病，河
南省在当地成立“消灭地
方病领导小组办公室”

在洛宁县长水
镇建立洛宁县大骨
节病医院

将故县水
库医院并入后
改名洛宁县第
二人民医院

为了更好地做好当地
地方病防治工作，又改名
洛宁县地方病防治医院

经批准
改名为洛阳
地方病防治
所

改名为洛
宁县地方病防
治所

改名为
洛宁县大骨
节病医院

改名为洛
宁县地方病防
治院

洛宁县地方病防治院
加挂洛宁县长水中心卫生
院的牌子，双方联合办公

1960年春

1960年8月

1971年

1972年

1973年10月

1975年3月

1978年8月

1979年10月

2001年5月

近年来，濮阳市卫生计生部门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持
续保持对学校结核病疫情的敏感性、警觉性，强化部门和机
构责任落实，采取多种措施，切实加强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
近十年来，全市无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