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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还在排队缴费
患者手术已经做完

五
十
八
名
订
单
定
向
生
受
到
表
彰

让巴里坤各族群众有“医”靠
本报记者 刘 旸

河南成立进口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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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讯
员邵亚鹏）成立河南省进口冷链
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并要求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成立市级
相关工作专班，从建立组织机制，
明确各方职责、加大抽检力度、实
行集中消毒、开展消毒效果评价、
强化人员检测、严格索证环节管
理、推广冷链追溯、做好应急处置
等 9 个方面，进一步做好进口冷
链食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这是 12 月 15 日记者从河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获
得的消息。

目前，河南已经成立了以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林青、省
卫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为组长，
公安、交通运输、农业农村、商
务、大数据局、海关、邮政管理等
部门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河南
省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

专班。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刘
波、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红霞
兼任办公室主任。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求，各
地要组织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
健康部门双牵头，公安、交通运
输、农业农村、商务、大数据局、
海关、邮政管理等部门组成的进
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专班，
统筹做好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
控的综合协调、追溯监管、核酸
检测、预防性消毒、应急处置及
信息通报等工作。

根据职责分工，市场监管部
门负责牵头排查各类冷库；监督
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牵头建立冷链食品追溯
信息系统，开展阳性冷链食品的
追溯管理、查封和组织销毁工作
等。海关负责通报经河南口岸进

入河南市场的进口冷链食品相关
信息；按规定做好进口冷链食品
的预防性消毒、抽检等工作。卫
生健康部门负责核酸检测、预防
性消毒、人员防护的技术培训和
工作指导；组织核酸检测机构在
监管部门的协助下开展核酸检测
采样工作等。交通运输部门负责
摸排冷链运输工具底数，按要求
落实交通运输环节的预防性消
毒、人员防护、索证验证和健康监
测等工作。商务部门负责政府冻
猪肉储备的预防性消毒、人员防
护、索证验证和健康监测工作
等。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加强屠宰
场所（含冷库）疫情防控措施落实
的监督检查。公安部门负责会同
海关缉私部门，按照管辖规定，开
展打击冷链食品走私及涉冷链食
品犯罪工作；协助卫生健康部门
开展阳性冷链食品密切接触者的

流调及管控工作。大数据局负责
协同市场监管部门依托省“互联
网+监管”平台，开展进口冷链食
品追溯信息系统建设。邮政管理
部门负责邮政快递业进口冷链食
品的索证、预防性消毒、人员防护
和健康监测工作。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办公室要求，各级疫情防控
领导机构负责落实进口冷链食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属地责
任，明确部门职责分工，组织开展
从业人员防护培训和检测、消杀
技术培训，开展督促检查，全面落
实进口冷链食品检测、消杀、防
护、溯源、应急处置等防控工作措
施。其中，要严格落实进口冷链
食品“批批检”制度，按照核酸检
测相关政策和技术要求，开展核
酸检测的采样、化验及结果复
核。落实进口冷链食品“件件消”

制度。各级疫情防控领导机构组
织疾控机构开展冷链食品消毒效
果评价。今冬明春，机场、海关、
生产加工企业、市场、商户、快递
企业、监管单位等与进口冷链食
品有直接接触的人员，要加强个
人防护，每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其他间接接触人员每月进行一次
核酸检测。进口冷链食品没有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
证明、预防性消毒证明的，一律不
能进入市场销售。借鉴郑州市

“郑冷链”经验，由市场监管部门
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建立进口冷
链食品从口岸到销售环节全链条
追溯体系，完善跨部门信息共享
管理平台。对阳性冷链食品及时
开展溯源、下架、封存及无害化处
理，并对环境及运输车辆进行终
末消毒。对阳性冷链食品的密切
接触者及时开展流调和隔离。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 员 耿 梅 齐 晓 莉）12 月 15
日，记者从洛阳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洛阳市爱卫办、市卫生健康
委等十部门联合下发《洛阳市大
力倡导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专项行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大力倡导并
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
生活方式，让文明健康生活成为
习惯。

《方案》明确，要在全市上下
普及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提高全
民健康素养、全面实施控烟行
动、积极倡导无偿献血、大力开
展全民健身、促进大众心理健
康；树立文明健康饮食“新风
尚”，倡导公筷公勺、深化光盘行
动、杜绝食用野味、倡导合理膳
食；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改善城
乡环境卫生、推广生活垃圾分
类、深化“厕所革命”、养成绿色
环保生活习惯等。

在提高全民健康素养方面，
洛阳将卫生防疫防病知识、健康
素养知识普及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和党政干部、职工继续教育培
训体系；建立健全健康教育工作
体系，建立健全健康知识传播体
系，将健康促进工作融入精神文
明创建、爱国卫生和全民健身
活动，到 2022 年和 2030 年，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不低于 22%
和30%。

在全面实施控烟行动方面，
洛阳全面启动无烟党政机关和
无烟单位建设，到 2022 年，把各
级党政机关、学校、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成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学
校、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深入贯
彻《河南省爱国卫生条例》，加大
控烟执法力度，推动公共场所、
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和公共交
通工具全面禁烟；加快公共场所
全面无烟立法工作。

按照《方案》要求，到2022年
和2030年，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

平将提升到20%和30%。同时，开展“营养健
康餐厅”“营养健康食堂”“营养健康医院”

“营养健康学校”创建活动，推广健康烹饪模
式与营养均衡配餐，倡导减盐、减油、减糖的
健康生活方式。

本报讯 （记者常 娟）12 月 13 日，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公布了全省第三届“十佳订单定向全科
医生”“优秀订单定向全科医生”评选结果，并向
58 名获奖者颁奖（了解获奖情况请扫描下方二
维码）。

农村订单定向全科医生（以下简称订单定向
生）培养工作是我国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
的重要举措之一，也是河南“369”人才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 2010 年起，河南每年确定一定
数量的招生名额，在高等医学院校开展订单定向
生培养工作，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
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学工作的卫生人才。学
生在大学期间及毕业后，需要完成 5 年院校教育
及 3 年规范化全科专业培训后，到签约的基层单
位履约服务。截至目前，河南共招录订单定向免
费医学生 2927 人，已有 1606 人到农村基层工作，
在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提
升了基层医疗卫生单位的服务能力。今年，我省
又招录 150 名（西医）订单定向生，分别在新乡医
学院、河南科技大学医学院进行培训。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两所高校要努力做好订
单定向生的院校培养工作，不仅让他们掌握扎实
的医学知识和基本技能，还要把立德树人贯穿于
教育教学全过程；订单定向生也要努力学习知识
及技能，使自己尽快成长为适合基层需要、能够
独当一面的医学人才；各地市卫生健康委及订单
定向生的签约单位要大力做好订单定向生的就
业安置工作，比如，订单定向生取得住培合格证
后到基层履约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考
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的职称晋升政策和

“与研究生同等对待”等待遇；要积极主动为订
单定向生搭建平台，积极协调编制、人社、财政
等部门，落实编制政策，加强履约管理，确保相
关待遇，为订单定向生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
境。在基层履约的订单定向生要扎根基层、团结
同事、发挥专长、务实重干、开拓创新，在基层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成为引领
基层医疗卫生健康发展的时代“种子”。

住培基地代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
长高社干，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任王文
灵，邓州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余川文，订单定向医学
生签约单位代表、南阳市宛城区江泥湾镇卫生院院
长王绍黎等交流了全科医生培养经验。第一届“十佳订单定向全
科医生”、周口市沈丘县白集镇卫生院院长助理胡大明，巩义市河
洛镇卫生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崔总文，第二
届“十佳订单定向全科医生”、邓州市构林
镇卫生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赵心，鹿邑县试
量镇卫生院院长助理闫晓伟，及第三届

“优秀订单定向全科医生”、郑州市新密市
超化镇卫生院医务科副科长钱盼盼等分
别谈了在基层工作的感悟。

12月12日上午，濮阳市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体验铜砭刮痧。近日，濮阳市中医医院开展了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不少中
小学生来到该院，兴致勃勃地体验了铜砭刮痧、耳穴埋豆等中医特色疗法。 陈述明 吴 霜 郑 矗/摄

“喂？您是哪位啊？”
“我是二院的医生啊！手

术做完了，您在哪儿呢？”
“啊？我正排队交钱呢！

手术已经做完啦？”
这件事情发生在河南理

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焦作市
第二人民医院）介入中心。当
天，医生做完手术出来找患者
家属沟通病情却找不到人，打
电 话 时 才 知 道 家 属 缴 费 去
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原来，当天上午9时许，一
个有脑梗死病史的患者在上
班途中出现头晕、呕吐等，拨
打120求助。当救护车到达现
场的时候，患者已经神志不
清 ，不 能 说 话 ，左 边 肢 体 瘫
痪。该院急诊科医生接到患
者后，第一时间评估为：是否
急性脑梗死？然后通过微信
群、拨打值班医生配备的绿色
通道电话通知神经内科医生，
提前办理住院手续，同时通知
CT室、磁共振检查室、介入中
心、麻醉科等科室做好准备工
作，等待患者入院。患者到达
医院后，急诊磁共振检查结果
提示有新发的脑梗死。该院
神经内科一区主任王林立即
与患者家属沟通，建议做急诊
取栓手术，把堵在血管里面的
血栓取出来，让血液重新流进
脑子里，挽救其他还没有死亡
的脑细胞，挽救患者生命，减
轻残疾。家属考虑后同意手
术，但因为患者是外地人，只
有一个家属在场，
所以在完成手术
前签字、患者进入
手术室后，家属才
去 住 院 处 缴 费 。

手术从 11 时 55 分开始，12 时
20分血管再通，一共用时25分
钟。王林出去跟家属沟通时
没见到人，于是出现了文章开
头的一幕。

“随着技术的发展，急诊
开通血管手术无论速度还是
效果都有了显著提升，但是并
非都能像这名患者的救治速
度这么快。”王林说，“就这个
患者来说，之所以能这么快恢
复，主要取决于几个方面：一
是危机意识。患者第一时间
拨打了 120 电话，没有延误时
机。二是医院的绿色通道。我
们医院是国家脑卒中筛查和防
治中心，很早就将互联网技术
与脑卒中防治结合在一起。能
把医院十几个部门整合起来，
做到院前预警、检查、检验、临
床科室联动，做到不用付费及
排队甚至不用家属办理住院手
续直接开始检查治疗，仅这一
点就为患者节省了几十分钟甚
至1小时的时间。三是患者家
属的信任及配合。这名患者家
属非常配合，大大缩短了沟通
谈话书等环节的时间。四是患
者本身的血管情况。这名患者
血管堵塞的位置比较低，血管
迂曲不明显，便于取栓，客观上
节省了手术操作时间。”

术后第二天，患者偏瘫的
胳膊和腿已经可以抬起来了，
说话也正常了。目前，患者情
况正在进一步好转。

（王正勋 侯林峰 闵 捷）

今年7月，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疗专家马运
锋、王光昀、韩磊，奔赴哈密市巴里坤县
人民医院开展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短
短几个月，他们不间断地进行远程会
诊、下乡义诊；主动寻找问题、补齐短
板，针对巴里坤县亟须解决的医疗难题
重点攻坚。

“我们来到巴里坤县，就是来解决
问题的。”河南省中医院党委办公室主
任马运锋说。

补足中医药治疗能力不足的短板

派出3位专家赴巴里坤县参与对口
医疗帮扶工作，是河南省中医院进一步
夯实三级医院对口帮扶贫困县县级医
院工作、坚决打赢健康扶贫攻坚战的重
要举措。

骨科专家马运锋、中医消化病专家
王光昀、康复专家韩磊抵达对口支援单
位巴里坤县哈萨克医医院后，第一时间
开启了医疗帮扶工作。

在巴里坤县哈萨克医医院，专家团
队结合实际情况，通过定期坐诊、住院
部查房、跟师带教、远程会诊、院内会
诊、下乡义诊、开展新项目、基层调研等

形式，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协助
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同时，帮扶专家在
当地开展了各类中医治疗项目，通过中
药溻敷、推拿等项目的运用，扩大中医
治疗范围，提高中医治疗效果，加强了
中医药科普宣传，推动中医药在当地的
普及。

现在，在河南省中医院专家团队的
帮助下，巴里坤县哈萨克医医院成立了
康复科，填补了医院缺失康复科的空
白。康复科的成立，也让巴里坤县的居
民有了更多就医选择。

畅通豫疆两地中医远程医疗通道

7月15日10时20分，在巴里坤县人
民医院远程会诊中心，河南省中医院援
疆专家和巴里坤县人民医院医联体管
理办公室密切协作，邀请远在河南郑州
的中医专家张佩江为巴里坤一位病情
复杂的患者进行远程会诊。

借助远程会诊平台，援疆专家和张
佩江沟通病情；张佩江则通过远程会诊
系统询问病情、查看患者舌苔，通过

“望、问”，综合分析患者病情，辨证施
治。

截至目前，通过这一远程会诊平

台，河南省中医院的多位专家已多次为
巴里坤县提供了远程会诊的专家支持，
在方便当地患者就医的同时，也为当地
中医药诊疗水平的提升搭建了平台。

持续贡献河南援疆的中医力量

8月1日，河南省中医院援疆专家们
将准备好的中药包捐赠给巴里坤县人
民医院，助力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

2020年10月7日是第七个“全国扶
贫日”，巴里坤县人民医院联合河南援
疆专家，在巴里坤县步行街广场举行了
健康扶贫义诊活动，前去咨询的百姓络
绎不绝。援疆专家们通过“望、闻、问、
切”，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咨询者诊疗，
将中医药知识送到巴里坤百姓身边。

“援疆的时间很短暂，我们希望在
这短暂的时光里，在巴里坤县宣传中医
药文化，推广中医药诊疗技术，为巴里
坤县的健康扶贫工作贡献来自河南的
中医力量。”马运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