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姨，饮食上不要吃得太咸……”为进一步宣传普及老年健康政策和科普知识，切实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连日来，焦作市解放区组织医疗机构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图为焦作市益禾康复医院组织医务人员对老
年人宣传健康科普知识，检查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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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扶贫关爱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通讯员 杨亚杰

巩义市人民医院

获评“中国医院竞争力县级医院100强”

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
员李 建）2019年以来，新野县沙
堰镇卫生院紧紧围绕“改善医疗
服务环境、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为
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健康服务”的
工作目标，以“三提三增”为抓手，
集中力量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不断
提高，获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通报表彰。

提升站位增动力。沙堰镇
卫生院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创
建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
案，明确创建活动的目标任务、

责任分工和方法步骤，狠抓落
实；完善标准要求和责任人，形
成任务分解表，包括项目内容、
评价标准、工作进度、责任领导、
责任科室、责任人等，做到任务
明确、方向清晰。

提升标准增亮点。沙堰镇
卫生院首先是强化基础建设，投
资 300 余万元购置医疗设备；投
资 30 余万元完善院内标识，改
造医疗废物暂存点、污水处理设
施；投资 100 余万元购置先进康
复设备和中医理疗设备，改扩建
中医康复科、建设现代康复科

等。其次是严格整理文档资料，
直观反映每项标准的达标情况
和创建效果。最后是规范日常
管理，邀请上级医院专家指导急
诊急救、病历书写、科室质控等，
同时分批次派出人员到上级医
院学习，进一步提高日常管理水
平和服务能力。

提升能力增实效。沙堰镇卫
生院在健康扶贫方面，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签约服务覆盖率100%，
为 896 名贫困人口办理慢性病
卡，发放小药箱896个，送医送药
2400余人次；困难群众慢性病门

诊 6405 人次，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服务504人次、报销230余
万元。在疫情防控方面，组织医
务人员每天进村入户摸排返乡人
员，发现体温有异常者及时按照
疫情防控流程进行上报、会诊及
转诊；多方式宣传预防新型冠状
病毒知识等。在乡村振兴方面，
设立健康小屋，为辖区居民提供
健康指导、免费体检等服务；结合
工作需要编写签约服务程序，根
据体检结果自动给出分析和健康
指导，更好地满足了群众健康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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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堰镇卫生院

“三提三增”提升服务能力

“我看病才花了 2586.91 元，
其他的都是政府掏的。”家住新乡
县朗公庙镇中街村的贫困户张守
霞说，今年她两次住院，医疗费用
达8.6万元，政府通过五重保险合
计为她补偿83533.6元。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家
住新乡县七里营镇毛滩村的贫困
户杨跃荣，住院治疗花费50472.95
元，自己只付了 2302.66 元；大召
营镇店后营村贫困户王彦宾，看
病花费 43854.21 元，政府为他补
偿40363.7元。

截至 7 月 31 日，新乡县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医疗总费用541.21
万元，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
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医疗

扶贫再保险、医疗救助，5 次报销
率达88.7%，再加上年底慈善兜底
后个人自付比例均小于10%。针
对30种门诊基本医保慢性病病种
之外的慢性病，新乡县给每月药
品开销超200元的贫困人员，办理
了非基本医保慢性病医疗就诊
卡，报销比例达85%，封顶线为每
月300元，由财政专门拨付资金给
予补偿，切实让就医的困难群众
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

据了解，针对新乡县贫困人
口80%以上因病因残致贫的问题，
该县组织医保、卫生健康、民政等
部门，用足用活政策资源，落实资
金保障，在已有的六重医疗保障
政策的基础上，还出台了县内乡

镇卫生院住院免起付线以及多种
慢性病、非基本医保慢性病补偿
等3项补充政策，并实行“一站式”
结算服务，构建了“6＋3＋1”的贫
困人口医疗保障政策体系，既方
便贫困群众看病就医，又减轻了
贫困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有效解
决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贫困患者在县内就医，第四
次商业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大病
救助等政策待遇需要出院后到

‘一站式’服务中心办理，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漏报少报的问题。”新
乡县健康扶贫部门相关负责人
说，“因此，我们开发了‘一站式’
结算管理系统，实现了县内医疗
机构联网结算，从根本上解决了

这个问题。”
为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路”目标，新乡县投入专项资
金，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发“新乡
县贫困人口健康扶贫‘一站式’结
算管理系统”，结合医保、卫生健
康、民政、保险公司的各项政策，
建立贫困户就医信息共享交换平
台及公共基础数据库，通过跨部
门、跨系统的综合应用、数据共享
和业务协同，有效消除“信息孤
岛”，既节约了人力、物力和行政
成本，又提升了信息化应用水平。

新乡县还成立两家托养中心，
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中的重度
残疾人进行集中托养，按照每人每
月 2000 元的托养标准，托养费用

不足部分由县财政统一负担，切实
改善了重度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另外，新乡县在全省率先创
新实施了“群众体检、政府补贴”
免费健康体检工作，为新乡县所
有户籍人员、机关企事业单位人
员，以及在新乡县经商、务工、上
学等非新乡县户籍且居住满6个
月的流动人员提供一次全面系统
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对危害群
众健康的各类疾病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早预防、早治疗”。截至8
月20日，全县已有7.2万余人参加
了免费健康体检，预计到 9 月 30
日，全县至少有10万人享受免费
健康体检服务，从源头上降低了
因病致贫发生率。

“6＋3＋1”健康扶贫体系的背后
本报记者 常俊伟 通讯员 魏国武 余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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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
王现超）为有效防范今年秋冬季新
冠肺炎疫情，平舆县卫生健康体育
委员会按照及时应对、快速处置、精
准管控、有效救治的要求，落实落细
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筑牢疫情防
控网，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保障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科学谋划应对。平舆县制定秋
冬季疫情防控应对预案，召开秋冬
季疫情防控工作会议，逐级安排部
署、层层压实责任；组织相关医务人
员进行相关培训，开展应急演练；做
好医疗资源储备，确定定点救治医
院及临时集中收治场所；建立应急
物资储备库，配足防控物资及设备。

加强能力建设。平舆县规范设
置预检分诊点和发热门诊，目前，县
人民医院“三区三通道”发热门诊正
在改建，16 个乡镇卫生院的发热门
诊和发热哨点也正在改建或新建；
规范预检分诊、发热门诊工作流程，
落实首问负责制、病例排查制度和
院感制度，对重点人群和中高风险
地区返乡人员“应检尽检”，对其他
低风险地区返乡人群“愿检尽检”，
严防院内交叉感染。

严防外部输入。平舆县对中高
风险地区来平舆人员，通过村居排
查、单位排查、宾馆排查、大数据排
查等方式，做到全员做核酸检测和
血清抗体检测，在检查结果无异常
的情况下，纳入村居健康管理；对入
境人员严格实施全链条闭环管理；
加强对冷冻冷藏肉品风险排查，特
别是进口冷链食品监管，确保食品
安全。

开展环境整治。平舆县创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扎实开展“清洁家园”行动、病媒生物防制行动、全民健
身行动、健康知识科普宣传，提高群众健康素养，从源
头上预防新冠肺炎等疾病发生与传播。

本报讯 （通讯员白 鹏 张
艺丹）8 月 28 日~29 日，“2019 届
中国医院竞争力排行榜”发布会
在广州举行。来自全国的 6000
余家县级医院经过中国、美国等
国家和地区医疗管理专家组成
的团队共同论证、评比，最终确
定出排名顺序。

巩 义 市 人 民 医 院 被 评 为
“2019 届中国医院竞争力县级医
院 100 强”，排名第 80 名。巩义
市总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鲁崇
高上台领奖。

2019 年，在巩义市总医院党
委书记、院长乔来军及其他领
导班子成员的带领下，巩义市

人民医院全体员工努力提升医
疗服务品质，在医疗质量管理、
确保患者安全、优化服务流程、
改善住院环境等方面，取得突
破 性 进 展 ；通 过 建 立“ 基 层 首
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
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切实解
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勇担社会责任，努力回报
社会，让医护科普专家团队走
出医院，把健康知识大讲堂办
在百姓身边；全面加强学科建
设，多次召开国家级学术会议；
创 新 新 技 术 93 项 ，共 开 展
161964 例次，多个科室开展的新
技术都达到三级医院水平。

成绩只代表过去。今后，巩
义市总医院全院员工将再接再
厉，以东区医院建设、三级医院
创建及紧密型医共体发展为中
心，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在巩义
市人民医院建院70周年之际，为
全市百姓的健康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讯员赵 景）近日，唐河县
人民医院开展了秋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演练，旨在
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和人
员的职责，完善应急机制，
检查应急队伍、设备设施、
抢救药品器材、防护用品等
的准备情况，以便发现不
足，及时调整，做好应急准
备工作。

当天下午 4 时许，随着
现场指挥、唐河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张雪寒一声令下，疫
情防控演练正式开始——

火车站卡点值班人员发
现一名发热患者，体温为
38.2 摄氏度，问诊有流行病
学史，需要筛查是否为新冠
肺炎患者，随即电话通知唐
河县人民医院。接到通知
后，该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领导小组立即启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医疗
专家救治组、院感防控消毒
隔离组、后勤保障组等各组
到位。急救中心立即出动
负压救护车，医务人员二级

防护、带好医疗用品立即前
往发热人员所在地接诊，在
现场对患者隔离防护处理
后，迅速将其转运到发热门
诊，途中电话通知发热门诊
医务人员做好准备工作。
到达发热门诊后，医务人员
对患者进行详细流行病学
调查，并开具血常规、新冠
肺炎血清抗体及胸部 CT 检
查，同时为该患者采集咽拭
子标本，并联系专人采取防
护措施，按防控要求转送标
本至检验科，做好交接登记
工作……

此次演练，组织严密，
准备充分，进展顺利，达到
了预期效果。该院通过演
练提高医务人员对新冠肺
炎防护的认识，掌握新冠肺
炎医院感染的临床症状和
流行病学史及报告流程，增
强新冠肺炎医院感染暴发
事件的应急防控处置能力，
提高感控意识和防护能力，
确保“早发现、早隔离、早诊
断、早治疗”，避免疫情进一
步扩散。

唐河县人民医院

开展疫情防控演练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马
雷）日前，在睢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精
心组织下，睢县23家乡镇卫生院迅速响
应，先后启动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切
实宣传普及老年健康政策和科普知识，
努力提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多途径宣传。医务人员不仅进村
入户通知，还通过广播、微信公众号、宣
传条幅及展板等方式进行宣传；与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相结合，倡导科学的健康
理念，帮助老年人正确认识和预防各种
慢性病；与疫情防控宣传工作相结合，
为老年人发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增强

防控意识，提高防控能力。
设立义诊台。医务人员为残疾人、60岁以上

老年人和贫困户等重点人群进行义诊及免费体
检活动，体检内容主要包括测血压、血糖，检查肝
肾功能、血常规，做心电图、B超检查等。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1840份，
接受义诊咨询人数1380余人，收到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

睢
县

今年的8月24日~30日是老年健康宣传周，主题是“提升健康素养，乐享银龄生活”。各地

卫生健康系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守护老年人健康。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提升健康素养 乐享银龄生活

日前，息县人民医院按照息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的统一组织，在众鑫时代广场开展义诊活动，
为广大老年患者提供疾病诊疗、慢性病健康管
理、膳食指导等相关知识咨询，工作人员现场发
放老年人健康知识宣传资料200余份。

王明杰 唐 楠 翟芳龙/摄

“俺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
个是俺镇卫生院院长冯江涛，一
个 是 郑 州 市 中 医 院 的 文 萧 主

任。”8 月 31 日，家住新密市平陌
镇白龙庙村的贫困户康存现激
动地对记者说。

原来，白龙庙村位于大山深
处，贫困户康存现一家五口人有
3 个是学生，他本人患有脉管炎

多年，因经济困难，无法住院治
疗。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新密市
平陌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冯江涛
便立即联系了郑州市中医院医
务科主任文萧。随后，在郑州市
中医院院领导的关心下，康存现
接受了免费住院治疗。

在文萧的多方协调和郑州
市中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
下，康存现的病情得到明显好
转。目前，恢复良好的康存现逢
人就激动地说：“我要感谢党，感
谢政府，感谢郑州市中医院医疗
团队精准扶贫给我带来了生活
的新希望。”

为了进一步强化基层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提升基层
医疗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和操作技能，近日，孟州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了一次岗位练兵技能竞赛活动。

竞赛分别采取笔试和实操两种比赛方式进行。此次竞
赛充分展现了基层青年医务人员的风采，有效激发了基层
医务人员锤炼技能的热情，规范了临床技术的操作，为建设
健康孟州发挥了积极作用。

王正勋 侯林峰 郭雪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