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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四 辛丑年正月廿八

让雷锋精神在疾控志愿者身上闪光
本报记者 尚慧彬 通讯员 李本亮 张 勇 文/图

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许昌：聚焦关键环节
持续提升城乡医疗服务能力

写在药品说明书
背面的感谢信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叶 荔 王 玮 文/图

省卫生健康委推动行业发展
由“平安”向“和谐平安”转变

平顶山：明确努力方向
强力推进医疗卫生项目建设

3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这个美好
的月份因为一个闪光的名字“雷锋”更
加温暖。58 年来，学习雷锋精神化成
了一股持久的力量，激励着温暖着每一
个人。今年，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的志愿者们更是欢欣鼓舞，他们多年来
的志愿服务获得了全社会的认可：在中
宣部命名的第六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中，该中心入选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名单。

此次命名的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岗位学雷
锋 标 兵 各 50
个，覆盖了各
行各业，郑州
市疾控中心因
为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和决
战脱贫攻坚中
的突出贡献，
成为郑州市仅
有的两个示范
点之一。

“ 这 个 荣
誉是对我们认
可 ，也 是 鞭
策。我们将继
续践行雷锋精
神，爱岗敬业，
服务为民，互

助奉献，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以实际
行动证明我们无愧于荣誉。”郑州市疾
控中心主任王松强字字铿锵。

王松强说，近年来，郑州市疾控中
心始终把学习雷锋活动作为德育工作
的重要内容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公益活
动，致力脱贫攻坚工作。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该中心迅速组织专家志愿
者，先后 20 余次深入富士康等大型企
业督导；组建了 3 个应急检测组，24 小

时值班，累计检测样本4360人份。为了
守好国门、家门“第一关”，该中心先后
派出十几名党员志愿者入驻首都机场、
郑州机场，对入境人员开展现场流调和
集中隔离。荣誉的获得，正是对他们默
默奉献的最好肯定。

“每个岗位都至关重要，守在
这里，是我们的职责。”

2020年1月20日下午，第一批新冠
肺炎疑似病例标本送达郑州市疾控中心
病毒实验室，实验室核酸检测工作组组
长胡乃月立刻带领同事们投入检测工
作，一干就是一个通宵。随后，越来越多
的疑似病例标本陆续送来，胡乃月和同
事们连续工作三天两夜。密不透风的三
级防护服几乎让人窒息，口罩勒破了脸
颊和鼻梁，但他们从未说一声苦。

“这个岗位，对于控制疫情来说至
关重要。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必须冲在
前、干在前。”胡乃月告诫自己，要把守
岗位、尽职责看得跟自己的生命一样重
要。

自抗疫之战打响后，市疾控中心的
办公大楼几乎每个夜晚都灯火通明。检
验人员经常连续加班到深夜甚至凌晨，
实在撑不住了，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
再接着干；质控团队24小时值守，随时
接收各区（县）送检标本，仔细做好每一
份检测报告的审核把关；一批流调员刚

从一线匆匆赶回，另一支应急队又即刻
出征，争分夺秒控制疫情传播。

正值新婚的免疫规划所科员阙菡
雅，毅然放弃婚假，刚脱下婚纱，就穿上
了厚厚的防护服，深入一线，投身到现
场疫情处置工作中。面对病人，她细致
地展开流行病学调查，摸查每一个病例
的感染来源、活动轨迹、接触人群，不放
过任何一个密切接触者，每一个病例报
告都是她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的成
果。她说：“虽然婚假没有休完，但能和
同事们并肩作战，共同守护市民健康，
我觉得很值得。”

“我们要像一堵墙，将疫情阻
挡在身后。”

随着疫情风险点由本土转向国
外，口岸疫情防控压力逐渐加大，市疾
控中心先后派驻15名学雷锋志愿者到
首都机场、新郑国际机场，协助开展流
调和集中隔离工作，牢牢守住了入境
航班疫情防控的大门。市疾控中心公
卫所副所长刘云波说：“作为疾控人
员，我们要像一堵墙一样，将疫情阻挡
在国门之外，守护身后千千万郑州市
民的安康。”

疫情期间，郑州市疾控中心113人
志愿参与机场流调工作，累计检测样本
4360人份，学雷锋志愿者累计消杀面积
12.5万平方米。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3 月 9 日，许昌市召开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会议对 2020 年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所获荣誉表彰情况
进行了通报，许昌市中心医院、襄城
县卫生健康委、禹州市卫生健康委、
长葛市卫生健康委等做了典型发言。

“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聚焦
基础建设，聚焦学科建设，聚焦基层
能力提升建设，优化资源配置，持续
提升城乡医疗服务能力。”许昌市卫
生健康委主任张建华说。

2021 年，许昌市将聚焦基础建
设，推进市级“四所医院”建设；市中
心医院新院区 6 月底前投入使用，市
妇幼保健院启动“三甲”创建，市中医
院依托市中心医院老院区进行改建，
预计总投资 2.5 亿元，规划床位 800
张，尽早开工建设；市儿童医院依托
市妇幼保健院光明路院区进行改建，

项目总投资约 4850 万元，改造面积
8000平方米；加快县级“三所医院”提
质升级；巩固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
级成果，推进妇幼保健院、中医院等
标准化建设和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襄
城县中医院新院区、鄢陵县中医院病
房楼、鄢陵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投入
使用，长葛市中医院、长葛市妇幼保
健院、襄城县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开工
建设。

其次，许昌市聚焦学科建设，以
心血管、儿童、传染病等十大专科为
重点，2021年底建成一批市级临床重
点专科。依托许昌市中心医院持续
推进神经、肿瘤、口腔等重点专科建
设，力争 3 个以上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落户许昌；强化县域医疗中心建设，
加快推进“五大中心”（胸痛、卒中、创
伤、危重孕产妇、危重新生儿和新生

儿救治）标准化建设，二级公立综合
医院胸痛、创伤、卒中中心实现全覆
盖，禹州市人民医院通过三级胸痛、
卒中、创伤中心认证，晋升为三级综
合医院；聚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服务能力建设，以“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为抓手，全面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年行动计
划；力争全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80%
达到基本标准、25%达到推荐标准，每
个县（市、区）都要打造3个~4个乡镇
中心卫生院，建设县域内特色专科；
积极推进村卫生室产权公有化建设，
力争 2021 年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比例
达70%。

此外，许昌市持续抓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工作；持续推进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完善疾
病预防控制体系，完善重大疫情救

治体系；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稳妥推进中心城区医疗集团建
设，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深入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持续实施健康许昌行动，巩固提升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扎实开展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全力实施职
业健康保护行动，加大传染病及地
方病防控力度；持续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传承弘
扬中医药文化；持续做好全方位全
周期医疗保障，做好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强化妇幼健康服务能力，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强化婴幼儿照护
服务；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合
作交流工作；加强医疗机构综合监
管；营造尊医重卫社会氛围。

（王正勋 侯林峰 时 歌）

本报讯 3 月 5 日，平顶山市召开
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传达市长张雷明
对全市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批示，宣
读《关于表彰2020年度全市卫生健康
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平顶山市卫生健康委主任李自召说，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要统一思想认识，
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努力方向，强力
推进医疗卫生项目建设。

2021 年，平顶山市将强力推进医
疗卫生项目建设。明确努力方向，市
传染病医院病房综合楼、市中心血站
整体搬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
市中医医院新城区分院等项目要按
计划竣工并投入使用。市第一人民
医院门急诊楼、市第二人民医院门急
诊楼、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等项目要
开工建设，市急救指挥中心项目要加
快前期工作。县域医疗卫生项目也

要结合各地实际，乘势而上。
同时，平顶山市加快重点专科和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以引进人才、队
伍、技术、管理、设备为重点，以优质
医疗资源共享、学科建设互助、人才
培养互动为目标，与省内外知名医疗
机构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合
作，引进一流专科人才、先进管理理
念、领先业务技术；到2021年底，每家
三级医院要建成一个以上省内领先、
国内特色的重点专科，县域二级医院
建成一个以上市内领先、省内特色的
重点专科，打造平顶山医疗卫生新高
地。实施省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速
工程，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积
极争取把神经、心脏、呼吸等专业纳
入省区域医疗中心的试点项目，另一
方面积极争取其他专业纳入省卫生
健康委、省发改委设置规划。平顶山

市建设高水平市级公立医院，推动建
好公立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
健院、儿童医院“四所医院”；利用5年
的时间，建设心血管、神经、肿瘤、儿
童、骨科、肛肠、周围血管病等医疗中
心，争取建成达到国家级水平的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提高县域医疗服务能
力，巩固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成
果，推进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提质
改造和临床重点专科建设，支持县级
医院（含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晋升
三级医疗机构，全市 40%的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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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优质服务
基层行”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为抓
手，全面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比
例达到70%以上。

此外，平顶山改革完善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落
实经费保障，推进整体工作走在全省
前列；加强疾控队伍建设，为市县两
级疾控机构招聘一批本科及以上学
历专业人才，深化薪酬制度改革，更
好地留住人才；有效提升应急管理能
力，健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指挥机构，健全卫生应急法规体系，
完善预案体系，建立常态化风险评估
机制，细化分级响应标准及相应应急
措施，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应急演练；
加快健全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基本建
成市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和县级公
共卫生医学中心，坚持医防结合、学
科联动、相互促进，推动公共卫生服
务与医疗服务高效协同、无缝衔接，
完善“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
救治体系。

（杜如红 于万兵）

3 月 6 日 上 午 ，固 始 县 人 民
医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收到一
位患者的亲笔感谢信，信中表达
了对该科医务人员浓浓的感激
之情。

近 80 岁的陈老先生是一名
老党员，因患有痛风，他握笔的
手有点颤抖，写在药品说明书背
面的感谢信，篇幅不长，却字字
朴实无华，一笔一画皆是真情流
露。

2 月 23 日上午，家住石佛乡
的 许 老 太 太（陈 老 先 生 的 老 伴
儿）因头晕伴胸闷、肢体无力入
住该院心血管内科三病区，两天
后，陈老先生因同样的病因入住
该院。这两位老人年纪大，同时
伴 有 高 血 压 病 、冠 心 病 等 基 础
病，病情比较复杂。陈老先生患
痛风 20 余年，许老太太患有“老
年 性 精 神 障 碍 ”，伴 有 截 瘫 ，治
疗、护理难度都较大。

由于这两位老人病床前无人
照料，该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永
春了解这一情况后，积极动员全
科医务人员，给予两位老人无微
不至的照顾和关心。

“医病先医心”，为了让老人
放 下 心 里 的 包 袱 ，积 极 配 合 治

疗，刘永春及主管医生们用心聆
听患者的需求，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耐心地向两位老人介绍病情
及治疗方案；护士长张杰及护士
们在日常护理间隙对两位老人嘘
寒问暖，扶他们起床，为他们穿
鞋（如图），喂他们吃饭，把他们
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精心照料。
护士鲍建冉和曾文静照顾截瘫的
许老太太时不怕脏、不怕累，即
使老人夜间如厕，也都是随叫随
到去帮助她。

全科医务人员的细心、耐心、
热心和关心让陈老先生和许老太
太非常感动。出院前，陈老先生
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
封感情真挚的感谢信，送给心血
管内科三病区医务人员。

刘永春说：“作为医生，首先
要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急
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在
做好专业治疗的同时，也要抽出
时间，与患者多交流、多沟通，增
进医患之间的感情，给患者传递
正能量。”

张杰说：“以心换心，将心比
心，护理工作最大的快乐莫过于
看到患者的笑容，最大的成就莫
过于患者的康复。”

本报讯 （记者史 尧）3 月 9 日，
河南省平安建设第九考核组对省卫
生健康委 2020 年平安建设工作进行
了考核。记者从工作汇报会上了解
到，2020 年，省卫生健康委紧紧围绕
安全与发展两件大事，树牢安全发展
理念，确立安全工作总目标，进一步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建立完善工作协
调机制、突出基层建设重心，着力推
动行业发展由“平安”向“和谐平安”
转变。

省卫生健康委严格落实责任，持
续加强平安建设组织领导，定期召开
党组会、委务会，分析研判安全稳定
形势，制定应对措施，始终坚持平安
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
考核、同奖惩；严格落实“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要求，委党组书记、主任阚
全程任组长，亲自抓、负总责，其他委
领导任副组长，分别负责分管范围内
的平安建设工作；将平安建设纳入卫
生健康工作总体规划和年度目标管
理范围，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
责任体系和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
作格局。

省卫生健康委统筹谋划协调，全
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把疫情防控
作为最大的安全，科学精准防控，全
力救治患者，全力驰援湖北，毫不松
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自 2020 年
3 月 28 日以来，全省无新增本土病
例。同时，积极开展疫苗接种，截至
3 月 6 日，全省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
苗300多万人次。

省卫生健康委突出治理重点，扎
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持续开展

“黑救护车”整治，全省累计整治“黑
救护车”151辆，新增救护车1005辆，
新增率 25.8%；大力惩治医疗行业乱
象，重点打击医师出租、出借、转让

《医师执业证书》和医疗机构买卖、转
让、租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

《医师执业证书》的行为，严厉打击欺
骗、诱使、强迫患者接受诊疗等违法
违规行为，严肃惩治非法获取和买卖
器官、角膜等人体组织器官的行为；
成立工作专班，查找医疗卫生行业

“号贩子”问题根源，制定《河南省医
疗卫生行业依法打击和防范“号贩
子”管理规定》，为打击防范“号贩子”
提供制度保障。

河南以“平安医院”为抓手，推进
平安创建工作深入开展，按照“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政法牵头、部门配
合”的工作思路，成立了由戴柏华副
省长任组长，省政法、卫健、公安、司
法、保监、民政等相关部门参与的“平
安医院”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印发《河
南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维
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和医疗秩序，大
力弘扬“枫桥”经验，充分发挥人民调
解在解决医疗纠纷中的主渠道作用，
健全完善“三调解一保险”医疗纠纷
预防调处机制，推行首席人民调解员
制度，全年共调解医疗纠纷 1241 起，
调解成功率达90%以上；建立长效机
制，强化医疗机构内部安全防范，强
化警医联动，强化医疗机构动态运行
监管。

省卫生健康委狠抓决策落实，推
进安全工作有效开展，及时警醒警
示，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
行动，制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安全
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
整治任务、重点、方法和措施；加强监
督管理，建立涉及卫生健康和农业农
村领域风险台账共6项，成立生物安
全专家库，全面开展生物实验室备案
工作，做好生物样本的采集、运输、检
测等全流程管控，有效提升了生物安
全工作水平；加强应急处突演练，提
升安全防范能力；加强重点人群管
理，严防泄密问题发生。

机场专班开展现场流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