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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漯河市中心血站献血车开进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
附属医院（漯河市骨科医院），在医院门诊楼前开展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
动。据了解，在当天的无偿献血活动中，该院共有83名志愿者加入献血
队伍，献血总量达到27900毫升。作为漯河市无偿献血优秀组织单位，漯
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工作，积极参与无
偿献血活动已经成为广大医务人员的自觉行动。 王明杰 卢 闯/摄

本报讯（记者刘 旸）进一步规范孕产妇死
亡评审工作，完善指导与约谈通报机制，加快补
齐短板……11月10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以专题培训和分析座谈会的形式，全面强化母婴
安全管理。

保障母婴安全是妇幼健康工作的生命线。
近年来，河南省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等
关键指标呈逐年下降趋势，并优于全国平均水
平。面对高龄高危孕产妇持续保持高位、妇产
科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妊娠并发症风险
增高、患有间接产科原因疾病的孕产妇比例增
加等新形势、新问题，河南要求，各地要将母婴
安全放在卫生健康工作的突出位置，严防死守，
常抓不懈。

为此，河南完善了指导与约谈通报机制，对
孕产妇死亡率呈现升高态势的地区，及时组派专
家组给予针对性指导；对任务措施落实不到位、
工作出现滑坡的地区，对当地卫生健康委负责同
志进行约谈，深入分析导致孕产妇死亡的相关因
素，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制度规范，最大限度
地预防和减少孕产妇死亡。同时，省卫生健康委
11月9日印发通知，进一步规范全省孕产妇死亡
评审工作，明确孕产妇死亡个案上报时间节点，
要求各地对上报的每例孕产妇死亡个案，坚持

“发生一例、评审一例”的原则，确保“一例一报，
一报一评”评审制度的落实。

与此同时，河南持续开展“两个中心”标准化
建设，指导各地加强县级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和
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动态管理；积极开展妇幼特
色专科建设，开展孕产期保健专科、更年期保健
专科、新生儿保健专科、母婴安全优质服务单位
建设工作。

河南要求，各地要落实领导责任，结合省
级孕产妇死亡评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研究
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将母婴安全保障情况纳
入各项目标考核，强化沟通协调，确保工作措
施全面落实到位；以落实母婴安全 5 项制度为
核心，以实施母婴安全行动计划为抓手，扎实
开展妊娠风险防范、急危重症救治、质量安全
提升、专科能力建设、便民优质服务等五大行
动，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强化质量安全管理；
加快补齐工作短板，大力提升各级危重孕产
妇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建设，强化助产机
构妊娠风险识别、转运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多
学科联动的救治机制，加快建成“分级负责、
上下联动、应对有序、运转高效”的危重孕产
妇和新生儿急救、会诊、转诊体系，切实保障
母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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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记者11月
12日获悉，漯河市卫生健康委、
市委农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联合印发《漯河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
2022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
计划》），指导全市各县（区）全面
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
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进一步满
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需求。

据介绍，今年，漯河市卫生
健康大会提出“要抓好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争取用 3 年时
间，达到国家规定的建设标准和

服务能力标准”的目标。
《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未

来 3 年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和分
年度目标：到2022年年底，全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达标
率达到 100%，公有产权村卫生
室比例达到80%以上，政府办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比例达到 85%
以上，公有产权社区卫生服务站
比例达到 50%以上；2020 年，全
市50%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达到服务能力基
本标准，2021年80%左右达到基
本标准，2022 年力争全部达到
基本标准，并设置中医综合服务
区，其中30%以上达到服务能力
推荐标准，15%以上达到或接近

二级医院水平。
在基本建设方面，漯河市

卫生健康委要求，按照国家规
定的建设标准执行，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如有发
热门诊（诊室）、大型医疗设备，
承担培训任务，增设中医馆以
及康复护理、医养结合、安宁疗
护、血液透析等服务床位，则单
独核算面积。原则上，一个行
政村设置一所村卫生室，人口
较多或者村民居住分散的行政
村可酌情增设；人口低于800人
或面积较小的行政村，可与相
邻行政村联合设置村卫生室；
乡镇卫生院所在地的行政村原
则上可不设村卫生室。

在服务能力方面，中心乡
镇卫生院应至少能够识别和初
步诊治 100 种常见病、多发病，
一般乡镇卫生院应至少能够识
别和初步诊治 75 种常见病、多
发病。乡镇卫生院要重点强化
基本医疗服务功能，提升急诊
抢救、传染病防治、二级以下常
规手术、正常分娩、高危孕产妇
筛查、儿科、康复理疗、检查检
验等医疗服务能力。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加挂社区医院牌子
的，应配置与其开展的诊疗科
目相应的设备设施。行政村村
卫生室实行政府建设、产权公
有、乡镇卫生院管理、乡村医生
无偿使用，业务用房面积、占地

面积和基本设备按照省定标准
执行。

《三年行动计划》从 3 个方
面明确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
设重点任务：推进设施设备和服
务能力“五提升”，即推进基础设
施提升、推进诊疗设备提升、推
进信息管理提升、推进服务能力
提升和推动服务环境提升；推进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哨
点诊室）建设，中心乡镇卫生院
和达到推荐标准的乡镇卫生院
规范建设发热门诊，其他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规范
设置发热哨点诊室；推进公有产
权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健全村卫
生室运行管护机制。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9 年年底，全国 60 周岁以
上人口为2.54亿，占总人口的
18.1%。预计到 2050 年，我国
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 30%，其
中 20%以上的老年人是糖尿
病患者，45%以上的老年人处
于糖尿病前期状态。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提示公众，糖尿病是由于胰岛
素分泌及（或）作用缺陷引起
的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代谢
病，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
即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
轻，主要有 1 型、2 型之分，其
中九成以上患者被归类为 2
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与肥胖、
高热量饮食、运动不足等问题
息息相关。

糖尿病患者常伴有脂肪、
蛋白质代谢异常。长期高血
糖可引起眼、心、血管、肾、神
经损害或器官功能不全或衰
竭，导致残疾或者死亡。糖尿
病常见的并发症包括卒中、心

肌梗死、视网膜病变、糖尿病
肾病、糖尿病足等。

具备以下因素之一，就是
糖尿病高危人群：年龄≥40岁、
超重与肥胖、血压高、血脂异
常、静坐时间长、糖尿病家族
史、妊娠糖尿病史、巨大儿（出
生体重≥4 千克）生育史。6.1
毫摩尔/升≤空腹血糖<7.0 毫
摩尔/升，或7.8毫摩尔/升≤糖
负荷2小时血糖<11.1毫摩尔/
升，为糖调节受损，也称糖尿病
前期，属于糖尿病极高危人群。

出现糖尿病典型症状并
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条件的人，
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一天中任
一时间血糖≥11.1毫摩尔/升；
空腹血糖水平≥7.0 毫摩尔/
升；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 2 小
时血糖水平≥11.1毫摩尔/升。

对于日常生活中如何预
防和控制糖尿病，河南省直二
院内分泌科三病区主任苏勇
建议，要从肥胖、高热量饮食、
运动不足等危险因素入手，有

效进行自我管理。具体来说，
在饮食方面，要少吃面食、大
米等含淀粉、脂肪、糖分高的
食物，多吃坚果、橄榄油、果
蔬、鱼类、非精制谷物、豆类
等；在运动方面，每天坚持 30
分钟以上、中等强度的有氧运
动，比如健步走、慢跑、游泳、
骑行、太极拳、健身操、瑜伽
等；在服药方面，一旦确诊糖
尿病，就需要持之以恒地吃
药，并按时去医院复查，由医
生根据检查结果调整药物，不
能自己随意增减药物或停药，
还要在医生或护士的指导下
定期监测血糖。

作为糖尿病的严重并发
症之一，糖尿病足是糖尿病患
者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主要
表现为足部溃疡和坏疽，严重
者 需 要 截 肢 ，截 肢 率 高 达
40％。我国糖尿病患者并发
足坏疽的比例为 0.9%~1.7％，
60 岁以上老年糖尿病患者并
发 足 坏 疽 的 比 例 为 2.8% ~

14.5％。
糖尿病患者如何预防糖

尿病足？结合多年临床经验，
平顶山市中医院周围血管病
科主任马立人建议，糖尿病患
者平时要加强足部保养，可以
坚持每天用温水泡脚，温度应
低于 40 摄氏度；若脚上长鸡
眼、老茧等，不要自己处理，去
正规医院找医生处理；不要赤
脚走路，以防被地面的异物刺
伤；选择质地柔软、透气的布
鞋或软皮鞋，避免穿硬底鞋、
高跟鞋；运动时要穿运动鞋，
尽量选择棉布袜，袜口不要太
紧；天气寒冷时不要使用热水
袋或热水瓶，以免烫伤；对于
干燥皮肤，应该使用润肤露或
护肤软膏。

统计数据显示，糖尿病患
者发生视网膜病变的概率为
23%。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在早
期通常没有症状，随着病情的
发展，可能发生飞蚊症、视物
模糊、复视、视野缺失、视力下

降等症状，晚期患者可能失
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成
年人中可预防性失明的最常
见原因，需要得到更多糖尿病
患者及家属的重视。

河南省人民医院眼科研
究所副所长雷博提醒，视网膜
上有许多微血管，糖尿病患者
如果血糖长期控制不佳，可能
会使视网膜血管长期处于高
血糖环境，从而变得脆弱，造
成视网膜微血管瘤形成、出血
及玻璃体视网膜增殖性改变
等，从而引起视网膜病变。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好发人群
要规范地进行眼底检查，一旦
发现糖尿病，尽快到医院查一
查眼底，如果眼底没有问题，
建议每年定期复查。轻度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可每年
检查 1 次；中度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患者，建议 3 个月至半年
检查 1 次；重度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患者，建议每 3 个月检查
1次（或遵医嘱）。

11 月 10 日 9 时，在新乡医学
院第二附属医院（河南省精神病
医院）精神一科，值完夜班的杨振
宇仍在忙碌，他眼皮上缝的伤口
还没拆线。上次夜班，他为了保
护精神疾病患者而受伤，已经过
了好几天，缝针后的右眼皮基本
消肿。科室主任让他休养，他却
一天都没休息，还笑着说：“这点
儿伤不算啥。”

杨振宇是精神一科新入职的
护士，科里的老师们称他为“95 后
小暖男”。“爱岗敬业、爱心奉献”是
杨振宇的座右铭。自今年夏天参
加工作以来，他迅速适应了科室繁
忙的工作状态，任何工作都一丝不
苟、认真负责，对患者既耐心又细
心。

“医院今年的工作量比较大，
既要做好日常工作，又要做好疫情
防控。这正是考验我们工作责任
心的时候，科室全体人员始终坚持
患者至上的服务理念，努力为患者
提供优质服务，让患者享受家一般
的住院体验。”护士长张超峰自豪
地说。

11月6日19时许，夜班巡视的
时候，心理科值班女护士任珣和值
班医生张红胜在为患者进行保护
性约束时也受了伤。

“精神科职业风险比较高，要
想做好一名精神科医生，必须从
专业的角度来理解这个事情。患
者冲动时，我们的责任就是安抚

他们、治疗他们，帮助他们摆脱精
神疾病的折磨，使他们早日回归
家 庭 、回 归 社 会 ，恢 复 社 会 功
能。”心理科医师张红胜坚定地
说。

“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委屈，患
者冲动也是身不由己。我感受更
多的是同情，同情他们不幸罹患精
神疾病，同情他们家人的不易。虽
然被患者打伤了，但是我们要对他
们更好些。”任珣说。

“任珣那天晚上被打后，处理
好手边的工作，做好患者的心理安
抚后，已经将近夜里 11 点。她说
头晕得厉害，然后就一直呕吐。”护
士长心疼地回忆着，“我赶快联系
放射科，陪同她去检查，幸好脑部
CT检查结果没有什么大问题。”

张红胜和任珣是精神科的“老
人”了，有着 10 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于这种事情，他们已经司空见
惯。他们认为，精神科工作非常特
殊，医务人员必须像对待家人一样
对待患者，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
关心、多一点爱心。

“今年大家比较辛苦，全院各
科室任务都比较繁重，一边要抓好
疫情防控，一边要抓好科室患者管
理，许多病区都存在人员紧缺的情
况。张红胜、任珣、杨振宇，他们 3
位年轻人轻伤不下火线，带伤坚守
工作岗位，值得全院职工学习。”新
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党委书记
宋景贵感动地说。

本报讯（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佀晓阳 管松利）近
日，濮阳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二场新闻发布会，濮阳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刘翠通报，濮
阳市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濮阳市各级医疗机构累计筛查发热患者
13.2 万人，累计采样冷链食品及包装 993 批、环境 1420
批，累计排查境外返濮人员4738名。

进入秋冬季以来，濮阳市认真落实中央、省关于秋
冬季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进一步整合力量、夯实责任、
细化措施，聚焦强化监测预警、精准科学管控、提升医疗
救治能力等重点环节，秋冬季疫情防控工作有序推进。

目前，濮阳市已建成核酸检测实验室15家，其中市
级医院7家、县级医院5家、疾控机构3家，日常规检测
量6164人份，应急状态下最大检测量可达11500人份；
共储备集中隔离场所20个，用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
房间1122间；谋划建设了市级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中心，
建立了规范的物资保障体系，并委托医药企业按照储
存目录统一采购、代存代管，在保质期内定期更新、自
行流转。

此外，濮阳市建设了市级重大疫情医疗救治基地、
感染性疾病重症患者集中定点救治机构、县级重大疫情
医疗救治基地，设立定点医院6家（市级1家、县级5家），
床位总数1700张，ICU（重症监护室）床位47张；市级后
备定点医院2家，床位总数2200张，ICU床位24张；县级
后备定点医院4家，床位总数1246张，ICU床位27张。

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陈家欣）近日，驻马店市召
开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
展大会“2020 招才引智专项行
动”驻马店专场会。此次大会
是由驻马店市委、市政府主办，
驻马店市委组织部、驻马店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
一次高规格、大规模的招才引
智活动。在人才政策推介暨项

目签约仪式上，驻马店市第二
人民医院院长付继勇与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曹冰博士团队成功
签署了科研合作协议。

曹冰是北京大学医学博
士、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是心身疾病的心
理学机制、肥胖代谢综合征与
认知研究、精神疾病代谢与炎
症机制、预防医学检验在情感

障碍诊断及治疗中的应用、情
感障碍患者认知及睡眠干预研
究等。

此次科研合作的课题是重
症抑郁障碍患者认知障碍的
炎症代谢机制及相关健康危
险因素研究，探究 MDD（重度
抑郁症）病理生理机制对疾病
诊 断 及 临 床 干 预 的 重 要 意
义。这不仅符合现阶段我国

健康规划的目标，同时也契合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需
求。双方此次签约旨在深化
科研合作，提升驻马店市第二
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的科研思
维和科研素养，培养产、学、研
相结合的科研人才。

曹冰博士团队一行到驻马
店市第二人民医院参观考察，
并就项目内容、科研项目的申

请、立项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科
研能力培养等方面问题与驻马
店市第二人民医院科研团队进
行了深入探讨交流。

此外，曹冰博士还在驻马
店市第二人民医院作了《代谢
组学研究思路及数据分析策
略》的专题讲座，分享了研究成
果、研究思路，介绍了国外前沿
的研究成果。

“理过头发，精神多了，过冬也得有精气神……”11月10日，焦煤集团养老院里的一位老人
说。当天，河南能源焦煤中央医院组织志愿者走进养老院，为这里的老人理发、剪指甲、检查身
体，让老人健康舒服地过冬。 王正勋 侯林峰 王 雪/摄

受伤后他们说
“要对患者再好些”

通讯员 黄洪勇 石 晗

漯河明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未来3年工作重点

糖尿病患者应重视生活方式干预
本报记者 常 娟

编者按：2020年11月14日是第14个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护士与糖尿病”，旨在强化
护理工作者在糖尿病健康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有效干预糖尿病危险因素，促进高危人群和患者的早期发
现与干预，提高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切实降低糖尿病危害，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濮阳加强
秋冬季疫情防控

与西南大学曹冰博士团队签约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着力提升科研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