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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二 辛丑年正月十二

要 闻

●2月 20日，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
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深刻阐明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点和工作要求，对党史学习教育进
行了全面动员和部署，为开展好党
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在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
收入习近平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历
史的重要文稿40篇。其中部分文稿
是首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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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卫生健康重点工作确定
共有十大类 4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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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两分钟，一切都会好的”
本报记者 史 尧 通讯员 李燕杰

河南42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开建中医综合服务区

本报讯（记者史 尧）2月19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

《2021 年全省卫生健康重点工
作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任
务，共有十大类40项。

根 据《2021 年 全 省 卫 生 健
康重点工作安排》，河南省今年
将完善疫情防控常态化机制，
确保常态化防控和应急响应两
种状态顺畅切换，做到“全省一
盘棋”；加强监测预警，做到疫
情形势“早研判”，阳性事件早发
现、早处置；提升应对能力，推动
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指挥机构，健全应急预案体
系，建立常态化风险评估机制；
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补齐基层
防控短板，加大健康科普和政策
宣传力度。

在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方面，全省将改革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实施疾控中心标准化
建设，健全多渠道疫情监测和快
速反应体系，加强疾控人才队伍
建设；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

依托省、市实力较强的综合医院
建设传染病医院（传染病区），依
托县（市）综合医院建设独立的
公共卫生医学中心（科）；强化传
染病、慢性病、地方病防控，指导
新乡市、驻马店市继续做好社会
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建设工作；深
入推进职业健康工作；做好食品
安全标准制定和监测评估；规范
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完善信
息化保障机制，加快完善全省统
一的互联网医疗平台，加快居民
电子健康卡推广应用。

围绕深入实施健康中原行
动，河南将启动健康中原行动考
核评价；做实健康教育和健康促
进，构建“两建三融四行动”工作
格局；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做好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
衔接，完善大病精准分类救治政
策，建立完善稳定可持续的健康
扶贫长效机制。

在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方面，全省将进一步抓好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二级以上公立

医院 100%参加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所有县（市）医共体建设
达到国家评判标准，40%左右的
县（市）建设成效监测指标达到
优良标准；提高基层医务人员薪
酬，基层全科医生收入不低于当
地县级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
医师平均收入水平；持续推进药
品耗材使用管理，政府办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二级综合（含中医）
医院、三级综合（含中医）医院基
本药物配备品种数量占比分别
不低于75%、55%、35%，基本药物
使用金额占比分别不低于 70%、
50%、30%，专科医院两项指标占
比比照同级别综合医院下调 10
个百分点。

河南还将全面提升医疗服
务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全面推进儿童、心血管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努力争取
呼吸、传染病、中医、肿瘤等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落地河南；建设高
水平市级公立医院，推动各省辖

市“四家医院”达到三级水平，
“十大专科”达到省级重点临床
专科水平；提高县域医疗服务能
力，推进全省 40%县（市）人民医
院达到三级医院胸痛中心、卒中
中心、创伤中心标准，23 家县级
医院（含妇幼保健院）设置为三
级医疗机构，力争全省基层医疗
卫 生 机 构 标 准 化 达 标 率 达 到
80%，20%左右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建成社区医院，30家左右通过
二级医院评审。

围绕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河南将继续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持续建设中医药强省，
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
提质升级；强化中医药人才培养
和科研创新，联合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启动河南省中医药
杰出贡献奖评选工作。

为了扎实做好“一老一小”照
护服务和妇幼健康工作，全省将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做好婴幼
儿照护服务；提升妇幼健康服务
水平，新增三级妇幼保健院3家，

确保免费“两癌”（宫颈癌、乳腺
癌）筛查140万人以上、免费产前
筛查覆盖率达到 55%以上、新生
儿“两病”和听力筛查率达到90%
以上，推广“两个体系”和“两个融
入”试点经验。

2021 年，全省还将全面加强
对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管，规范医
疗行为，持续改进人民群众就医
体验；强化医院运行管理，推进
总会计师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全
省60%的三级医院通过电子病历
系统应用水平 5 级省级初评，
60%的二级医院通过电子病历系
统应用水平 4 级评价；严格行业
监管，管控安全风险。

河南将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
力，做好“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推进法治建设，加强人才科技工
作，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强合
作交流，做好干部保健工作。

同时，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强化从
严治党，严管意识形态，弘扬严
实作风。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讯员
徐新新）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日前下
发通知，确定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428 家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为 2021 年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
项目单位（可扫描右侧二维码了解
详细内容）。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合
服务区（中医馆）项目是在乡镇卫

生 院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等 基 层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内 ，将 多 个 中 医 科
室 集 中 设 置 ，建 设 成 为 中 医 药 文
化 氛 围 浓 郁 、能 为 群 众 提 供 多 种
中医药方法和手段的相对独立的
区域。

河南要求，各项目单位要根据
《河南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中医综合服务区（中医馆）
建 设 基 本 标 准》认 真 组 织 项 目 实

施；各有关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
直 管 县
（市）卫生
健康委及
南阳市中
医药发展
局负责辖
区内项目
单位的日
常管理。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耿
梅）日前，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洛阳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2021 年洛阳市重
点民生实事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其中，建设健康洛阳民生实事尤
其令人关注。

建设健康洛阳民生实事包括“完善公
共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基层群众知晓度；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能力；提升社会急救能力”
等内容。“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部分包
括，切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机制，提高核酸快速检测反应能
力，科学有序开展新冠疫苗紧急接种，进
一步筑牢疫情防控安全屏障，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今年8月底前河
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洛阳市儿童医院）建
成投用，10月底前豫西公共卫生中心（万
安山医院）一期、市中医院伊滨医院一期
建成投用，年底前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洛阳肿瘤医院、伊滨综合医院一期主
体完工；开工建设市中医院伊滨医院二
期、洛阳北城区三级综合医院；河南科技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市妇幼保健院成功创
建三级甲等医院，偃师市人民医院、汝阳
县人民医院、伊川县人民医院成功创建三
级综合医院。

《方案》提出，要推进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争取国家呼吸区域医疗中心在
洛阳落地；国家中医骨伤科区域医疗中
心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取得突破，诊疗能
力保持国内领先。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基层群众知晓度——对农村适龄妇女、
纳入低保范围的城市适龄妇女免费开展
一次“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工作，宫颈癌、乳腺癌各完成
筛查 9.41 万人；免费开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
筛查，对筛查出的高风险孕妇进行免费产前诊断；实施 3 岁以
下幼儿母亲科学育儿培训工程，全年培训 8000 人。提升基层
医疗服务能力——完成 272 个村卫生室改造提升；实施乡镇卫
生院骨干医师进修培训计划，全年培训 100 名以上；选派城市
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医师 120 名，对口支援 9 家县级医院和 42
家中心卫生院，实现县人民医院及中心乡镇卫生院对口支援全
覆盖。提升“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能力——积极推广健康
洛阳 APP（智能手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网上预约等互联网预
约服务，三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开展预约诊疗服务；巩固提升
乡村远程诊疗能力，优化升级远程诊疗系统，充分发挥 10 家城
市区三级医院专科优势，为农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就医服
务。提升社会急救能力——大力推进急救培训“进机关、进校
园、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培训 2 万名掌握基本急救技能人
员，普及急救知识，提高群众自救、互救能力。

《方案》要求，各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要精心组织，扎实推
进，确保民生实事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让广大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群众，为深
化提升“9+2”工作布局，高质量建设现代化洛阳都市圈，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开好局、起好步。

本报讯 （记者杨冬
冬 刘 旸 通 讯 员 李
洋 郭淑娟）日前，2020
年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河
南考区医学综合考试成
绩出炉（详细内容请查阅
第四版）。本次考试共有
44511 人 参 加 ，通 过
25476 人（其中执业医师
9858 人，助理医师 15618
人），通过率达到57.24%。

在此次国家医师资
格考试中，河南省中医
类 别 报 名 人 数 达 到
18871 人，参加医学综合
考试一试 8356 人，通过
4445 人（其中执业医师
2373 人，助理医师 2072
人），综合考试一试通过
率达到53.20%。

值得一提的是，合格
人员中年龄最大考生孙
炳歆已经 74 岁了，毕业
于郑州医学成人中等专
业学校，现工作单位为巩
义市大峪沟镇大峪沟村
兴楼坡卫生室，2020 年
报考乡村全科助理医师，
考试成绩为202分。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对
2020 年国家医师资格河
南考区各类别考试成绩
进行了排名，对各类别考
试成绩进行公布，以表彰
莘莘学子的努力、付出，
鼓励更多同学早日通过
医师资格考试，争取更多
人关心和支持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

2月20日，焦作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一区护士长白洁在纠正八段锦爱好者的动作。今年，焦作市人民医院内分泌一区医务人员
坚持每天带领患者和家属练习八段锦，以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王正勋 王中贺/摄

2 月 15 日（农 历 正 月 初
四），在中国援赞比亚医疗队驻
地，队员们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欢度春节。当地时间 2 月 15 日
17 时，中国援赞比亚第 22 批医
疗队队长赵海源的手机铃声突
然响起，焦急的求援声音从电
话那头传来……

打电话的是利维·姆瓦纳
瓦萨综合医院耳鼻喉科的医
生，患者情况紧急。当赵海源
想进一步询问患者具体病情
时，电话已经没人接听。没有
时间迟疑，赵海源立即叫上驻
地内另一名耳鼻咽喉科医生金

铭鑫，带上气管切开包，驱车赶
往利维·姆瓦纳瓦萨综合医院。

途中，赵海源又接到两次
医院打来的电话，患者病情危
急。到达医院后，两位中国医
生边跑边戴口罩和帽子，到达
三楼的手术室后直奔手术间。
当时，当地医生已为患者做了
气管切开手术，但没有成功，其
颈部颈前正中皮肤被切开，切
口正在不停地渗血。患者表情
痛苦，呼吸急促，用焦躁而渴求
的眼神看着两位中国医生。

虽然吸着氧，患者血氧饱
和度却只有 84%。两人边询问

病史边穿手术衣，了解到患者
颈部肿瘤压迫气管，从而引起
极度呼吸困难，三凹征已经出
现，须立即实施气管切开术。

“相信我们，躺下去坚持两
分钟，一切都会好的。”面对两
位中国医生的安慰，患者没有
说话，却配合地躺下了。

在原有切口的基础上，两
名医生边止血边确定解剖位
置，顺利找到气管后纵实施切
开 3~4 环，插入气管套管并固
定，患者呼吸困难瞬间缓解。
几次深呼吸后，患者血氧饱和
度 升 至 97% ，呼 吸 梗 阻 消 失 。

这时，手术室墙上的钟表显示
17 时 10 分，距赵海源接到求救
电话仅有10分钟。

呼吸平稳后，患者紧张的
表情逐渐消失，他想向两位中
国医生说“谢谢”，但气管切开
后不能讲话，他不等撤掉手术
巾，就迫不及待地向两位中国

医生竖起拇指表示感谢。
“10 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

只能听两首歌，但对于危重患
者来说，10 分钟可能就是他生
命的全部。作为中国援外医疗
队的一员，我们工作的每一分
钟都承载着受援国百姓生命的
重量。”金铭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