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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志刚 通
讯员马哨兵 薛院喜）5 月 29 日，
中牟县医养结合试点和示范机
构创建工作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在中牟县举行。郑州市第九人
民医院院长白建林与中牟县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姚国森签订
医养结合试点和示范机构创建
工作合作协议。

近年来，中牟县高度重视医
养结合工作，坚持“预防为主、医

养结合，创新措施、统筹发展，政
府引导、市场驱动”的原则，致力
于建立和完善包括健康教育、预
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
期照护、安宁疗护的综合连续、
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机制，
强力推进建设居家、日间照料、
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满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
康养老需求。

据了解，医养结合是指医
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相结合，实
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利
用“医养一体化”发展模式，集
医疗、养老等为一体，把老年人
健康医疗服务放在首要位置，
养老机构和医院功能相结合，
把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
体的新型模式。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是郑
州市老年医院，是国家区域性医

养中心建设单位，长期致力于老
年服务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
创新开展了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有效解决了部分失能老人的医
疗与养老问题，减轻了社会和家
庭负担。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签订
医养结合合作协议，有助于提高
中牟县医养结合综合实力，对全
县老年人健康养老服务能力的
提升具有积极意义。

中牟县

开展医养结合试点和示范机构创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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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杞
县人民医院
组织志愿者
深入城郊乡
张洼村贫困
户的小麦田
间地头，宣讲
抗疫防暑降
温知识，并为
大家测量血
压，服务“三
夏”生产，深
受 群 众 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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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王晓辉）日前，舞阳县

“三夏”生产秸秆禁烧暨防汛
抗旱工作会议召开。舞阳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积极行动，
立即召开班子会，部署“三
夏”工作，并就秸秆禁烧工作
进行具体部署。

高度重视，建立禁烧组
织。为打赢秸秆禁烧和蓝天
保卫战，全力服务“三夏”生
产，舞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成立了由一把手任组长、驻
村第一书记为成员的禁烧队
伍，明确目标与责任，主动配
合乡村全力以赴做好秸秆禁
烧工作。

强化保障，落实禁烧经
费。舞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拿出
经费支持各村的禁烧工作，
为全县禁烧工作助力。

加强督导，确保禁烧效果。舞阳县卫生健
康委员会要求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坚决克服
麻痹大意思想，每天派出专人对分包村的队员
进行督导检查，促进禁烧工作进一步落到实
处，确保所在村不出现“点火冒烟”现象。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李 亚
丁书功 余玉贵）

“三 夏 ”麦 收
时节，骄阳似
火，为了确保
村 民 们 麦 收
安全顺利，颗
粒归仓，驻马
店 市 中 医 院
院 长 聂 勇 等
人，来到西平
县 焦 庄 乡 席
王寨村，看望
慰 问 这 里 的
结 对 帮 扶 贫
困户。

聂 勇 等
人 听 取 了 驻
村 第 一 书 记
赵 大 红 近 期
工作汇报后，
认 真 询 问 了
该 村 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产
业发展情况、
爱 心 超 市 运
行情况、脱贫
攻 坚 遇 到 的
困难和阻力，

以 及 驻 村 帮 扶 工 作 开 展 情
况、疫情期间群众务工收入
情况等，听取了村支部书记
董军耀关于村委工作开展情
况以及遇到的困难。聂勇鼓
励驻村工作队一定要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所
在村委班子成员，不停步、不
歇脚，确保脱贫路上不落一
人，同时积极探索产业扶贫
道路，激活脱贫内生动力，巩
固脱贫效果。

席王寨村现有 32 户建档
立卡户。驻马店市中医院为
每户发放了“三夏”慰问金
200 元，帮助其发展生产，调
整种植结构。工作人员还为
贫困户进一步讲解了国家扶
贫政策。

据了解，该院将继续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脱贫
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
一民生工程，铆足干劲、精准
发力，夺取脱贫攻坚最后胜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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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热，注意防暑……”连日来，焦作市博爱县金城中心卫生院组织医
疗小分队，服务“三夏”工作。医务人员走到田间地头，给老百姓量血压，分
发药品，受到群众欢迎。

王正勋 侯林峰/摄

长渠如歌，高山是碑。
多年来，“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
渠精神一直鼓舞着华夏儿女。

5 月 29 日~31 日，由河南华

信民生健康产业集团（以下简
称华信民生集团）总经理赵丽
霞带队，华信民生集团中高层
干部，下属各子单位院长、副院
长，华信弘康医药科技集团高

层干部等，来到全国爱国教育
示范基地——林州市红旗渠，
进行实地参观学习，感受红旗
渠精神。

在红旗渠干部学院领导的
带领下，学员们怀着崇敬的心
情，先后参观了红旗渠纪念馆、
青年洞、石板岩镇，并现场聆听
了《红旗渠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专题讲座。

红旗渠纪念馆是大家参观
学习的第一站。在参观过程
中，一幅幅感人的图片、一件件
珍贵的实物，生动再现了林州
人民“自力更生，难而不惧，不
等不靠，自强不已”的无畏气
概。大家都被当年修建红旗渠
过程中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一
心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
地感染着。

为了让大家能够实地感受
这一伟大奇迹，全体学员紧接
着又参观了总干渠的“咽喉工

程”——青年洞。来到林州人
民用智慧和血汗造就的这一人
工天河，感受着红旗渠的宏伟
壮丽，走在干渠的堤坝上，看着
当年的修渠责任碑和休憩的低
矮山洞，大家无不为红旗渠建
设者们艰苦奋斗、撼天动地的
精神所震撼。

在专题培训上，授课老师
陈晓萍用 5 个词概括了红旗渠
的建设——天河、人工、特殊时
期、始于悲壮、成就辉煌。陈晓
萍从不同角度对新时代的红旗
渠精神进行了解读，同时列举

了一系列感人的人和事，让全
场学员记忆深刻。

红旗渠，是一面永恒的精
神旗帜，更是一座不朽的“改造
自然”的丰碑。

通过此次参观学习、追寻
红色足迹，全体学员对红旗渠
精神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感
受，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洗礼，
心灵受到一次震撼。大家纷纷
表示，要将红旗渠精神运用到
工作中，时刻激励自己，不怕挫
折、不怕困难，全力推动集团各
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河南华信民生健康产业集团

实地学习红旗渠精神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郭杰辉 杨东红 文/图

参观红旗渠纪念馆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胡灿国）对于尿毒症患者来说，
每周3次的透析如同禁锢他们的枷
锁，让他们无法出门尽情领略秀美
的风景和壮丽的山河。近日，洛阳
新区人民医院的一个做法，使尿毒
症患者的梦想成为现实。

“网上对接，落地透析，让患者
‘远足无忧’！”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肾病透析专家苑高飞说，具体来

说，就是国内爱肾网与全国各大医
院加盟，从而使血液透析患者外出
工作或外地旅游时，可网上传送病
情信息与地方医院对接，充分保障
患者安全出行。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是洛阳首
家区域加盟医院。加盟后，在该院
治疗的肾衰患者无论是到外地长
时间工作还是旅游，均可享受到加
盟医院带来的便利。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让肾透析患者“远足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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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白 鹏 张艺丹）
为了进一步体现便民、惠民服务宗旨，有效实
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充分发挥紧密型医共体
优势，5月27日上午，巩义市总医院与巩义市
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赴夹津口镇公川村，为百姓
进行义诊等。

在活动开始前，公川村村干部提前通过微
信群发、广播通知等形式向广大村民进行宣
传，提高村民对活动的知晓率。活动当天，医
务人员耐心为前来就诊的村民讲解卫生保健
知识、病情注意事项、合理用药知识等。

据了解，在本次活动中，医务人员合计为
200余位村民进行了健康宣传，免费测量血压
150 余人，进行中医健康指导服务 120 余人，
现场发放健康知识宣传折页800余份。

此次义诊活动，不仅增强了村民卫生健康
意识，还使广大村民积极主动参与疾病检查，
使他们认识到定期进行身体检查、预防疾病的
重要性。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
闫 云）为了切实保障交通事故伤员
得到快捷、有效的救治，日前，太康
县人民医院被批准成为太康县医警
合作定点协作医院，积极打造交通
事故救援“绿色通道”——事故发生
后，如有人员受伤，由交警开道，确
保救护车辆及时到达现场。

作为合作方的太康县人民医
院率先成立交通事故急救专家小
组，为太康县境内交通事故患者开
通“绿色通道”，优先接诊，优先救

治；进一步建立完善交通事故重伤
救治医疗专家团队，对交通事故受
伤患者提供“一免五优先”（免挂号
费；优先预约专家门诊、优先安排
大型设备检查、优先安排会诊、优
先安排病房、优先安排手术）服
务。整个过程全面实行“先看病，
后付费”制度。

据太康县人民医院负责人介
绍，医警共建双方将在探索中谋求

“1+1＞2”的效果，最大程度减少交
通事故伤亡率和致残率。

太康县

打造交通事故警医合作
救援“绿色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弘 扬 王世欣）
6月3日上午，平顶山市湛河区2020
年新增门诊慢性病患者鉴定工作
圆满结束，6 名专家共对该区新申
报的303名慢性病患者进行了医学
鉴定。

据了解，本次鉴定的病种包括
重型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脑血管病后遗
症、帕金森病、慢性心力衰竭等 10
个病种。

在鉴定工作开展之前，该区医
疗保障局与区卫生健康委结合，依
托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宣传
慢性病申报条件、程序和所需材
料，并代理收集申报资料，大大方
便了参保居民。同时，该区还通过
微信群和广播节目，对慢性病鉴定
工作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居民对医

保政策的知晓率。
为保证鉴定工作公平、公正，

湛河区纪委监委派出检查组对鉴
定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对鉴定程序
和标准进行严格把关。因疫情防
控工作需要，湛河区还将原定的 3
天检查时间延长至 6 天，引导患者
错时参检，防止人员聚集。工作人
员还为行动不便和高龄慢性病患
者提供便民服务，对不符合鉴定标
准的居民做好政策解释工作，受到
患者好评。

湛河区医疗保障局局长李建
国表示，通过本次鉴定的患者可以
凭社会保障卡到定点医疗机构享
受相关医保待遇，减轻慢性病患者
就医用药负担；同时，严格坚持鉴
定标准也进一步保障了医保基金
的安全运行和高效使用。

平顶山市湛河区

努力做好新增门诊
慢性病患者鉴定工作

义诊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