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孙
逸璠）近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
经外科闫东明团队成功实施微通道辅
助显微镜下椎管内肿瘤切除术。该手
术方式切口小、出血量少，对椎旁肌
肉、韧带和脊柱骨质损伤小，对脊柱稳
定性几乎无影响，最大程度地减少了
对正常组织结构的破坏。

53岁的李女士，因腰腿疼痛不适3
个多月，在当地接受各种治疗后效果
不佳，核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腰3~4椎

管内占位，于 2 月 15 日入住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完善术前检
查后，神经外科主任刘献志、副主任闫
东明共同查看患者病情及各项检查结
果，决定为患者实施创伤最小的微通
道辅助显微镜下椎管内肿瘤切除术。

手术顺利进行，患者的肿瘤全部
切除，出血量不到20毫升。术后，患者
症状完全缓解，次日早晨已能下床自
由活动，无并发症，3天即痊愈出院。

据闫东明介绍，椎管内肿瘤传统

手术需要做较大的切口，剥离椎旁肌
肉，并离断韧带，切除相应椎板，对脊
柱椎旁肌肉、韧带和骨质损伤较大，术
后患者需较长的卧床和恢复时间。相
比之下，微通道辅助显微镜下椎管内
肿瘤切除术有以下优点：手术切口小
（2.5 厘米~3 厘米），出血量少，手术时
间短，经肌间隙抵达椎板，不需要剥离
肌肉，只做椎板开窗，不切除椎板，不
离断脊柱后方韧带，最大程度保留了
肌肉、韧带和椎板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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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史 尧）记者
3 月 2 日从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获悉，郑州市全方位干预健康
影响因素，大力普及健康知识，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全市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0.16%，高
出2018年约14个百分点，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约 4 个百分点，
提前超额完成 2022 年国家和
省定目标。

郑州市不断创新，从健康
知识普及、健康管理，到合理膳
食、控烟，再到爱国卫生、健康
环境促进，健康触角进一步拓
宽延伸。2019 年，全市创新建
立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三
个一”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即建
设一间健康小屋、设立一名健
康管理员负责健康小屋的日常
管理、由签约医疗单位组织一
支健康管理服务团队。目前，
全市120家单位建成健康小屋，
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816.2
万份。国家卫生健康委调研组

给予了“郑州市健康管理工作
为健康中国行动提供了借鉴，
值得复制推广”的评价。

针对慢性疾病发病人数逐
年增加、发病年龄日趋低龄化
等特点，2017年，郑州市开始探
索建立“体系完整、分工协作、
优势互补、上下联动”的三级健
康管理新模式，着力实现健康
管理“防、治、管”一体化融合，
全 市 建 立 三 级 健 康 机 构 227
家。同时，郑州在全市医疗机
构推行“三师共管、五大处方”
健康管理服务模式。

为提升居民健康素养，郑
州市组建专家库、讲师团开展
健康巡讲活动，举办健康科普
能力大赛，打造“学习强国”河
南平台、郑州平台健康教育专
栏，编辑出版《城乡居民健康素
养读本》《郑州市民健康手册》，
持续办好郑州健康大讲堂健康
品牌，举办“健康郑州行动”知
识竞赛；加强健康教育公益广

告展播，在荥阳市、中原区等 4
个县（区）打造健康教育公园、
一条街等亮点阵地，开展健康
素养答题发红包活动，开展“健
康义诊、健康教育”志愿服务活
动，加强 12320 卫生健康热线
建设。在贫困乡村推广健康促
进“321”工作模式，建立“市级
医院联系分包帮抓县（区）、县
级医院联系分包帮抓乡村（社
区）”的健康促进工作长效机
制。

围绕加强合理膳食宣传及
干预指导，郑州市持续增强居
民“少盐少油，控糖限酒”意识，
并通过健康食堂的环境营造，
营养配餐（特殊、治疗饮食），加
强炊管人员培训、糖尿病等带
量食谱的应用，以及营养 DIY
（自己动手制作）形式的营养教
育活动等具体措施，让合理膳
食逐步落地落实。全市 168 个
村（社区）、8665户、8677人接受
合理膳食干预指导后，每日烹

调油摄入量由人均31.4克降到
了 25.4 克；总盐摄入量由人均
9.6克降到了7.6克。

郑州市全面禁烟，营造了
良好生活环境。目前，全市建
成无烟单位 2345 个，学校、医
院实现全覆盖。2020 年 8 月 5
日，《郑州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条例》修正案颁布实施，实现了
河南省公共场所全面无烟立法
城市“零的突破”，郑州市进入
全国无烟立法城市第一方阵，
全市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
达到30%以上。

在积极营造健康支持性

环境方面，郑州市广泛开展健
康细胞建设，初步形成健康细
胞工程建设郑州模式和管理
体系，在全省全国推介。截至
目前，全市 4 个县（市）纳入省
级健康城市试点，拥有省级健
康细胞 95 个，市、县两级共命
名各类健康细胞近 3500 个。
此外，郑州市所有村庄生活垃
圾治理通过省级达标验收，农
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全部
完成，全市 53574 座公厕达标
率 65.45%；全市重点场所病媒
生物预防控制覆盖率在 95%以
上。

郑州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员耿 梅）近日，在

2020年洛阳市重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建设健康
洛阳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
育波就洛阳市卫生健康委牵头承担的2020年5项医
疗卫生重点民生实事的完成情况进行了发布。

推进偃师市、孟津县、洛宁县、汝阳县和栾川县等
5个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其中，这5家医院累计招录本科以上学历人员170名，
外派130余名业务骨干赴省内外大医院学习。这5家
医院结合实际分别强化了近20个二级诊疗科目建设，
对10余个临床科室进行改扩建，申报2个省级重点专
科。结合疫情防控需要，这 5 家医院全部通过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实验室省级验收。汝阳县人民医
院成为全省首批13家通过三级医院验收的县级医院
之一，得到省卫生健康委的高度认可，并在全省民生
实事新闻发布会上向全省推介。

加强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群众就医需
求。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洛阳市儿童医院）一期项
目门诊医技楼已封顶，1号病房楼主体正在进行地上
一层施工，二期项目压茬推进。洛阳市中医院伊滨医
院项目门诊医技楼主体工程已经封顶。开工建设豫
西公共卫生中心（万安山医院）、第三人民医院综合病
房楼项目（包含综合病房楼和辅助急诊楼）。豫西公
共卫生中心正在进行主体施工，其中行政后勤楼、呼
吸科病房楼已封顶。下一步，随着项目竣工投用，洛
阳将为群众提供更加完善、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改善群众就医环境。洛
阳完成了150个村卫生室基础设施改造提升；120名
城市医师对口支援9家县级医院和40家乡镇中心卫
生院，实现县人民医院及乡镇中心卫生院对口支援全
覆盖；完成基层医疗机构的管理人员、卫生技术人员
业务技能培训2000名；提升9个县（市）134所乡镇卫
生院、2674个村卫生室的远程医疗应用水平，实现乡
村全覆盖；全市10家三级医院每天50余名专家在线
诊疗，随时响应，累计为基层患者提供远程诊疗服务
24.01万人次，减轻患者费用负担9200余万元。

推进“就医一卡通”，群众就医更加便捷。2020年
年底前，身份证、社保卡、电子健康卡就医“一卡通”覆
盖全市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及部分社会医疗机构，全市
已有31家二级以上医疗机构上线使用电子健康卡。
通过“健康洛阳”APP（应用程序）共完成电子健康卡
注册205803人，领卡303515人。线上线下多码融合、
通卡结算，居民凭身份证或社保卡一次注册成功后，
便可享受挂号、就诊、取药、检查等“一站式”诊疗服
务，群众看病就医更加便利。

开展急救培训进机关、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
进农村活动，构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救在身边”现
场救护者培训共培训师资115人，累计培训现场救护
者22474人，超额完成培训2万名现场救护者任务，进
一步普及了急救知识，提高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

2021年，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统筹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续推进健康洛阳建
设，确保“十四五”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开好局、起好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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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6日是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当日，中国援
埃塞俄比亚第22批医疗队全体队员在队长刘瑞强的带领
下，面向国旗，重温援外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表达了他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决心。

史 尧 刘艳艳 朱伟华/摄

本报讯（记者王 婷 通讯员陈 慧 王佳男）
2月28日，河南省煤炭总医院加入郑州人民医院医
疗集团，挂牌成立郑州人民医院北区医院。根据双
方合作框架协议，郑州人民医院对河南省煤炭总医
院进行全面托管。这是郑州人民医院推进分级诊
疗制度建设、实现区域协同发展、构建紧密型医联
体的又一创新实践。

“郑州人民医院北院区建成后，将成为郑州市
北部城区重要的医疗资源。至此，郑州人民医院
完成了郑州市城区‘东西南北中’的全面战略布
局。”郑州人民医院院长郝义彬说，北院区将按照
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管理一体化、服务同质
化、保障联勤化、发展优质化”的管理标准运行，在
保持业务连续性的同时加快建设进度。下一步，
北院区将实行差异化发展，在综合医院基础上，建
立一所强专科医院，形成以老龄化服务为主的业
务体系。

据郑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付桂荣介绍，两院
“联姻”是医改的一次新探索，也是扩大优质资源布
局的新路径，双方今后要真正树立“一盘棋”思想，
切实解决在合作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实现改革发展
双丰收，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

本报讯 （记者王 婷 通讯员万道静）3 月 1
日，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试开诊。今后，对郑
州南区的家长们来说，给孩子看病又多了一个选
择。

开诊当天，来自北京儿童医院及河南省儿童医
院康复科、呼吸科、神经内科、心血管内科、肾脏风
湿科、血液肿瘤科等科室的近20余名专家为孩子们
义诊，普及健康知识。

8时，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迎来了第一名小
患者，孩子生长发育迟缓，北京儿童医院专家曹冰
燕为其仔细检查并询问日常生活细节。孩子的爸
爸说：“真的太方便啦！既不用排队，还看上了北京
专家！”

在输液大厅，3岁的小诗诗正在乖乖地打点滴，
当天是她输液的第三天。前两天输液还需要家长
带着她驱车90分钟赶到东三街院区，这次赶上南院
区开诊，一家人轻松了许多。

下午 3 时，普内科收治第一位住院患儿——1
岁 7 个月的男童航航。家长说：“我家离南院区不
远，今天看到医院开诊的信息，就来了，儿童医院的
诊疗技术信得过！”

河南省儿童医院南院区2021 年1月进入施工
阶段，3月1日开诊，中间经历了春节假期，前后仅
用了1个多月时间。院区规划床位600张，门急诊
齐全，是以儿内科、儿童保健中心、康复治疗中心为
主要功能的区域性儿童专科医院，与郑东院区（核
心院区）、东三街院区、西院区（秦岭路）形成“一院
四区”，各有重点、互为补充、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
格局。

本报讯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通报表扬在 2020 年度“优质服务基
层行”活动中表现突出、成效显著的
机构。汝州市庙下镇卫生院、杨楼
镇卫生院、临汝镇卫生院、纸坊镇卫
生院、煤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榜上
有名。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以来，汝州市
卫生健康委严格对照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标准和评价指
南等规范，全力推进此项活动。

汝州市卫生健康委将开展“优
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作为完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体系建设、提升基层
服务能力的重要抓手，纳入年度工
作重点内容；组建市级“优质服务基
层行”活动专家组，明确工作职责和
工作机制；紧密结合市级医疗机构
对口支援、医共体、专科联盟建设
等，推动建立卫生院“一对一”长效

帮扶机制；通过组织实施卫生院等
级医院评审、社区医院创建，持续推
进基层机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联
合财政、医保部门开展专题调研，对
制约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发展的财政
保障、绩效工资、医保报销政策等进
行梳理，为创建活动的开展和基层

医疗机构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汝州市卫生健康委将继续以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为抓手，全
力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结合医共体
建设、医养结合等重点工作，进一步
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杜如红 张乐乐 薛媛媛）

援外纪事

汝州5家基层医疗机构获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表扬

郑州南区
新添一所儿童医院

省煤炭总医院加入
郑州人民医院医疗集团

微通道辅助显微镜下切除椎管内肿瘤

（上接第一版）
“合纵连横”补齐短板

2019 年，濮阳市被确定为国家
城市医联体建设试点市。濮阳市结
合实际，实施高位推进。

濮阳在市城区成立以濮阳市人
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和市油田总医
院3个三级甲等医院为牵头单位的
城市医联体，将市城区全部公立医
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民办医疗
机构纳入城市医联体。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是三级妇幼
保健院、全国爱婴医院，拥有成熟的
管理模式、一流的医疗技术、优秀的
专家团队和先进的医疗设备。作为
市、县紧密型医联体的龙头单位，濮
阳市妇幼保健院接管台前县妇幼保
健院（设立台前分院），常年派驻优
秀专家团队，医院管理、学科建设、
妇幼保健、技术应用等资源共建共
享。

2020年9月，台前县城关镇怀孕
37 周的郭女士突然感到肚子疼痛，
到濮阳市妇幼保健院台前分院就
诊。郭女士 34 岁，体重 90 多公斤，
血糖高、血压高、腹部疼痛，被确诊
为高危产妇。产科主任立即联系濮

阳市妇幼保健院专家进行远程会
诊，行剖宫产手术。郭女士有妊娠
期糖尿病，导致新生儿体重4280克，
反应差，呼吸困难，紧急转入儿科重
症监护室，并按照濮阳市妇幼保健
院儿科监护室管理模式，给予无创
呼吸机辅助吸氧、抗感染、祛痰、静
脉高营养、暖箱保暖等对症治疗，新
生儿转危为安。依据医联体协议，
产妇得到濮阳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疗
服务，收费却是按照台前分院的医
疗价格标准，实实在在享受了医联
体的高水平治疗、低价格服务。

远程医疗是医联体建设的模式
之一，2020年3月14日，作为医联体
建设牵头单位，濮阳市中医医院投
资 80 多万元，兴建“空中医院”，向

“五县两区”20家医联体成员单位免
费投放18导联心电小本，免费提供
远程心电诊断服务；全年24小时无
休进行远程诊断和危急值远程管
理，平均每3分钟出具一份心电诊断
报告，与医联体成员单位“一对一”

“一对多”直接对话；3个多月出具心
电诊断报告8357例，实现了“基层检
查、上级诊断”，降低了医疗风险，保
障了患者安全，为当地群众节省大

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推进了医联
体建设向纵深发展。

2019 年 9 月 24 日，濮阳市县域
医共体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濮阳县召
开，成立了分别以濮阳县人民医院
和濮阳县中医院为龙头的两个医疗
健康集团，该县20多家乡级医疗机
构全部入网，开展远程会诊、远程心
电、远程影像和病理诊断活动，融合
居民健康档案、公共卫生服务、医疗
机构信息系统等，逐步实现医疗信
息和健康档案之间信息互通，让群
众在基层就能享受到上级医疗机构
的优质医疗服务，打通了群众看病
贵、看病难的“最后一公里”。

截至目前，濮阳市在5个县都组
建了以县人民医院或实力较强的中
医院等7个二级医院为牵头单位的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将县域内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院纳入医
共体统一管理，在全省率先实现城
市医联体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全覆
盖。

对口帮扶 建强基层
濮阳市以“优质医疗服务基层

行”行动为抓手，实施医疗卫生“强
基计划”，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盘

活、做稳，满足群众“家门口”就医
需求。濮阳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大力实施基层卫生“369”人才工程，
招聘特招医学院校毕业生和特岗全
科医生 436 名，平均为每个卫生院
引进人才 5.52 名；加强全科医生培
养，全市每万名居民拥有全科医生
3.55 名，超额完成国家提出的 2020
年每万名居民拥有2名全科医生的
目标任务；建立濮阳市医疗卫生指
导员下基层工作制度，选派 341 名
市级医疗卫生人才组成75个团队，
帮助乡镇卫生院提高综合管理能
力、医疗救治水平、医务人员素质，
半年以内推广适宜技术和项目 95
个、指导新建临床专科 25 个、开展
填补技术项目空白35项；加大对口
帮扶力度，开展城市医院、县级医院
与乡镇卫生院对口帮扶，每个城市
三级医院定点对口等额对调式帮扶
1 个~2 个贫困县，每个城市二级医
院根据基层医疗机构需求，帮扶 2
所~4 所乡镇卫生院，实行进驻式坐
诊、带教、手术、会诊、查房。

2020 年 8 月 1 日，骄阳似火，濮
阳县八公桥卫生院内人头攒动，热
闹非凡。濮阳县第二医疗健康集团

派出医生正式进驻八公桥镇卫生
院，每周定期坐诊、培训、查房，进行
传、帮、带，让八公桥镇6万余名居民
享受到了乡级报销标准、县级和市
级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为八公桥
镇卫生院培养3名康复理疗医师，补
充乡镇医疗资源短板，促进医疗质
量和服务能力双提升。

八公桥镇卫生院院长栗银锋
说，每周都有专家团队来卫生院坐
诊、查房，并以师带徒的形式倾囊
传授工作经验，不仅吸引了患者，
还吸引了众多医务人员来现场学
习。这改变了老百姓对卫生院的
看法，还大大激发了卫生院医务人
员的内生动力和积极性，卫生院也
从以前不敢收治患者到现在主动
收治患者。

据统计，濮阳市乡镇卫生院中
有2所提升为二级综合医院、6所达
到推荐标准、56 所达到基本标准。
2020 年 ，县 域 就 诊 率 同 比 上 升
6.87% ，门 诊 次 均 费 用 同 比 下 降
2.82%、外转率同比下降2.92%；乡镇
门急诊人次同比增长9.67%、出院人
次同比增长 13.56%、手术台次同比
增长9.25%。

“小朋友，请不要动啊，阿姨为你
检查一下耳朵……”3月3日，许昌市妇
幼保健院医务人员在为一名儿童检查
听力。为了更好地保护青少年的听
力，提升社会各界对儿童听力的关注，
当日，该院组织了儿童听力筛查，并对
来医院的家长进行了保护听力健康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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