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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800克超低出生体重儿获救 2版

患者尿不出来该如何解决 3版

当仲景学术思想遇上护理 5版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卫
生计生委，各医疗卫生机构，医
药卫生报社通讯员：

新媒体时代，宣传途径和方
式呈现多样化，如何跟上其变化
显得尤为重要，也对从业人员摄
影技巧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提
高河南省卫生计生人员在新闻
宣传摄影方面的专业素养，适应
新时代的要求，医药卫生报社联
合信阳市卫生计生委举办 2018
年河南卫生计生新闻宣传摄影
高级研修班暨“恒瑞杯”摄影大
赛。

一、时间地点
时 间 ：2018 年 10 月 25~27

日。10 月 25 日上午报到，25 日
下午至27日培训。

地点：信阳市浉河宾馆
二、培训人员
河南省各级卫生计生委、医

疗卫生机构相关负责人、宣传科
长、业务骨干，摄影爱好者，医药
卫生报社通讯员。

三、培训内容（课堂授课和
实景采风）

（一）课堂授课
1.新媒体时代，新闻宣传的

变与不变；
2.新闻摄影技巧；
3.卫生新闻与人像摄影；
4.摄影版权的经营和维护；

5.医院宣传中的摄影经验分
享；

6.摄影作品风采展，专家现
场点评。

授课专家：
中央驻豫新闻媒体摄影相

关专家
省内主流媒体首席摄影记

者
郑州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权威行业媒体相关负责人
大型医院宣传负责人
（二）实景采风
四、作品评比
请参会人员自带一幅代表

作品，A3大小彩色照片（请在照

片电子版上打上摄影者名字和
单位，再加洗照片），用于张贴优
秀作品展示墙。专家现场评出
优秀作品特等奖、一二三等奖及
优秀奖，并颁发荣誉证书。

特等奖 1 名（奖品价值 2000
元）

一等奖 2 名（奖品价值 1000
元）

二等奖 5 名（奖品价值 500
元）

三等奖 20 名（奖品价值 200
元）

优秀奖 50 名（奖品价值 100
元）

会务组联系人：邵 倩 李

歌 朱柯霏
电 话 ：（0371） 85967069

15036086611 17737160960
酒店联系人：向经理
电话：17337668977

2018年河南卫生计生新闻宣传摄影
高级研修班暨“恒瑞杯”摄影大赛

请扫码报名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 通
讯员李景春 陈 克）把污染防
治攻坚战和日常卫生监督以及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医疗卫生
机构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
评价、医疗卫生机构放射诊疗依
法执业专项整治等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10 月 9 日，河南省卫
生计生委下发关于坚决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强化卫生监
督执法的通知，全面落实卫生计
生部门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
各项职责和任务。

通知指出，要重点做好 3 个
方面的工作。在加强公共卫生
监督方面，各地各单位要持续做

好宾馆、商场、公共浴室、游泳场
馆等公共场所日常监督，加强集
中式供水、二次供水监督检查，
保障公共场所、生活饮用水卫生
安全。在加强医疗卫生监督方
面，各地各单位要做好医疗卫生
机构医疗废物分类、收集、暂存
和交由集中处置单位处置等情
况的执法检查；要重点加强对医
疗卫生机构污水处理的检查，保
证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实现
医疗污水规范处置、达标排放，
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传染病传
播和环境污染事故。在加强放
射卫生监督方面，各地各单位要
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放射

性同位素、射线装置进行临床医
学诊断、治疗和健康检查的执法
检查，重点检查放射诊疗许可证
持证情况、建设项目卫生审查、
设备防护与性能检测、工作场所
防护检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监测和职业健康监护、安全防
护装置、辐射检测仪器和个人防
护用品的配备及使用情况等。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要求，
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
深化思想认识，充分认识打赢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要履职尽责、积极作为，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
部署，全面落实卫生计生部门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各项职
责和任务；要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关
于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
总 体 部 署 ，忠 诚 担 当 ，依 法 履
职；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
的原则，把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日常卫生监督以及“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医疗卫生机构传染
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评价、医
疗卫生机构放射诊疗依法执业
专 项 整 治 等 工 作 有 机 结 合 起
来，统筹安排部署，严格执法检
查；要创新监督执法方式，持续
推进“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不
断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要推进

实 施 卫 生 监 督“ 十 大 创 新 ”工
程，从源头上减少违法违规行
为；要加大信息公示力度，结合
医疗卫生行业诚信体系建设，
建立守信奖励、失信惩戒机制；
各级卫生监督执法机构要畅通
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公开投诉举
报电话；要利用群众举报、媒体
曝光等线索，追根溯源，严格执
法，做到事事有调查、件件有回
音；要加强部门沟通，对不属于
卫生计生部门职责范围的违法
违规行为，应当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及时移交或通报给相关职
能部门，坚决杜绝“有案不立、
有案不移”现象。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侯金斤）河南日前正式启动学
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了解和掌握全省不同年龄段学生
视力不良、肥胖等主要常见病情
况和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为进
一步采取针对性健康干预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
果显示，我国学生的视力不良检
出率继续上升，并出现低龄化倾
向；肥胖检出率继续增加；大学生
身体素质继续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等。可以说，近视、肥胖和体质下

降已经成为威胁我国青少年身体
健康的三大“杀手”。

河南选择许昌市魏都区、濮
阳市华龙区、南阳市宛城区作为
全省城市监测点，选择许昌市长
葛市、濮阳市清丰县、南阳市镇平
县作为全省农村监测点。每个城
市监测点监测 8 所学校（包括小
学2所、初中2所、高中2所、职业
高中1所、综合性大学1所）；每个
农村监测点监测 5 所学校（包括
小学 2 所、初中 2 所、高中 1 所）。
全省共计监测 39 所学校。每所
监测学校分别在 3 个年级（小学

四年级至六年级，初中、高中和大
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共抽取 240
名学生开展健康监测和问卷调
查，每个年级至少 80 名学生，以
班级为单位调查。

监测内容和方法主要是中小
学校开展学校卫生工作情况，包
括年度工作计划和经费投入，医
务室、保健室和校医配备，学生体
检及健康管理工作、常见病及传
染病防控、体育运动和食品营养
管理以及健康教育等，目的是掌
握学生龋齿、肥胖、营养不良等常
见病及青春期发育情况，评估学

生群体健康及生长发育水平；针
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状况，调
查中小学生校内和校外用眼情
况，通过全面调查学生用眼环境
和用眼习惯，为进一步提出有效
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常见病
发病情况和健康影响因素特点，
监测学生饮食和运动相关行为，
学生因病缺课和休学情况，打架、
溺水等伤害相关行为，吸烟、饮酒
等物质滥用行为，网络成瘾和心
理健康等，综合评估学生身心健
康状况。

学校环境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内容主要是各县（市、区）在监测
学校中选择小学、初中、高中各1
所，对学校的饮用水、食堂、厕所、
宿舍等环境卫生状况进行实地调
查，了解环境卫生设施的配备情
况和各项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

每所学校选择6间监测班级
教室开展环境健康影响因素调
查，对教室人均面积、课桌椅、黑
板、采光、照明等方面开展现场
测量，评估学校教室环境，对未
达到国家标准要求的提出整改
建议。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10 月 13 日，
河南省全民健康促进会慢性疾病防治
专业委员会在郑州成立，旨在影响一
大批德才兼备的基层医务工作者，通
过他们将专家们的宝贵经验和先进技
术应用到临床实践中，真正做到贴近
患者、贴近临床，探索慢性病群防群治
新 思 路 ，为 促 进 全 民 健 康 贡 献 力 量 。
这也标志着河南慢性病防控宣传又添
新平台。

在此次大会上，河南省全民健康促
进会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选出首届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常委。河南省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三病区主任苏永当选
首届主任委员。此前，在河南省全民健
康促进会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与医
药卫生报社联合举办的“甘李杯”河南
省慢性病首届科普知识大赛上，选手们
还就慢性病防控知识和方法进行了激烈
角逐，其中的优胜者被吸收到河南省全
民健康促进会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
会，以便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更好地做好
慢性病防控宣传工作，为促进全民健康
贡献力量。

“为了更好地服务基层，河南省全民
健康促进会慢性疾病防治专业委员会建
立‘能者上、庸者下’工作机制，每年会
有 10%的淘汰率，有 10%的新成员增长
率，使其成为促进全民健康、传播正能
量的有益工具。”苏永说。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梁 靓 肖利珍）10月9~11日，
由洛阳市卫生计生委、河南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办的 2017~
2018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河
南省总结会暨技术培训班在洛阳
举行。

河南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
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河南省
恶性肿瘤发病率为252.79/10万，
死亡率为156.58/10万，均高于同
期国家平均水平；肺癌、胃癌、食

管癌、肝癌、乳腺癌和结直肠癌位
居河南省前 6 位，是常见的恶性
肿瘤。

早发现是提高癌症患者生存
率的主要方式。2012 年，当时的
国家卫生计生委（现为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启动了重大公共卫
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
治项目。作为国家重大医改专项
慢性病防控的重要内容和建设全
国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促进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的重要组

成部分，该项目具有促进公共卫
生服务均等化、加强队伍建设、提
高能力等重要作用。

2013 年，河南省开展了此项
工作。其中，河南省肿瘤医院作
为项目管理单位，郑州市肿瘤医
院、驻马店肿瘤医院、安阳市肿瘤
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南阳南石医院作为项目承担
单位。5年来，河南城市癌症早诊
早治项目成效显著。其中，2017~
2018 年，全省共完成筛查任务

15406 例（检出肺部病变 642 例、
乳腺病变 496 例、结直肠病变 65
例、上消化道病变119例、肝部病
变 273 例），完成率为 102.7%，位
居全国第一位，并且数据收集质
量较高，多数指标位居全国前 3
名。

在此次培训班上，来自北京
市、河北省，以及河南省郑州市、
安阳市、驻马店市、南阳市等地的
肿瘤防治专家，从多个方面对城
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技术管理、

危险因素调查和高危人群评估、
癌症筛查等工作，以及在实施过
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做了深入探
讨，并分享了在癌症早诊早治方
面的经验，为进一步顺利开展工
作奠定了基础。

为了扩大城市癌症早诊早治
项目覆盖人群，河南省将于明年
新增焦作市、濮阳市和新乡市 3
个项目点，承担单位分别为焦作
市第二人民医院、濮阳市人民医
院、新乡市中心医院。

河南巧用卫生监督执法
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实施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
探寻青少年肥胖近视多发原因

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成效明显
明年将新增3个项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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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骨缺损 20 年，缺损面积
犹如鹅蛋大小，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医生在下乡义诊时发现
了颅骨缺损的患者卫先生……

“非常感谢！我永远都不
会忘记你们！”近日，在郑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
区，卫先生用朴素的话语向医
务人员表示感谢。

卫先生家住三门峡市卢氏
县，年轻时在矿上打工，不幸被
重物击中，导致颅脑损伤；进行
对症治疗后，遗留左顶部的颅
骨缺损，头上凹进去像鹅蛋那
么大的一块，长达 20 年之久。
平时，卫先生感觉并无明显病
痛；近两年，他突然开始出现右
手麻木症状，精细动作差，平时
拿筷子夹东西都会掉下，并且
症状逐渐加重。

由于颅骨缺损，卫先生一
直找不到工作，家里依靠妻子
在建筑工地打零工勉强维持生
活，还要养育 3 个孩子。这么
多年来，卫先生不想给家里增
加负担，一直强忍着不愿意继
续治疗，直到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组织专家下乡义诊。

专家们了解
到卫先生的情况
后，将其接回医
院免费治疗。

郑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神经外

科主任郭电渠组织院内专家会
诊，发现卫先生左顶部颅骨缺
损面积约 9 厘米×10 厘米大
小，必须尽早做缺损颅骨修补
手术，以减轻对其脑组织及颅
内压力的损害。

术中，郭电渠在副主任医
师张明及医师王新厂配合下，
沿卫先生原手术切口瘢痕切开
头皮各层，清除切口内部分线
头，上头皮夹，分离头皮与硬膜
间隙，暴露周围骨窗缘，翻起皮
瓣，将钛网放置到缺损区，用10
颗钛质螺钉对骨窗进行四周固
定。

历经 1 小时 20 分钟，专家
们最终把卫先生的缺损颅骨给
予完全修补。在医务人员精心
照料下，卫先生目前恢复良好，
头部形状完整。

“卫先生颅骨缺损20年，已
经出现右手麻木症状，如果再
不手术，身体损伤会越来越
大。这不仅严重影响其生活质
量和个人形象，还会给家庭带
来沉重负担。我们医院的精准
扶贫，对其来说是雪中送炭。”
郭电渠说。

缺损20年的颅骨
被修复……

本报记者 常 娟 通讯员 吴新忠 韩鑫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