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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卫生健康系统筑起“防汛墙”

河南：接种好两类疫苗
确保平安开学、开学平安

省卫生健康委开展
“四送一助力”专项行动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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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防护服上阵啦！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陈莹莹 文/图

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
讯员邢永田）8月21日12时，河
南省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要求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发
展，精准应对布防。阜外华中
心血管病医院第一时间响应，
迅速成立防汛应急工作组，全
力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

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阜
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执行院
长邵凤民担任总指挥，院领导
郭智萍担任现场总指挥，制定
防汛方案，提前配置 300 台水
泵、20 台发电机、8 万多个沙
袋、4艘冲锋舟等防汛物资，全
程参与防汛工作。

全院总动员！明确分工

后，1000余名医务人员斗志昂
扬、雷厉风行，从 8 月 21 日 13
时到22日凌晨4时，连续奋战
15 小时，筑牢 148 个坚固的沙
坝，确保患者安全。

“多调物资，多派人手！
148个点位，无论大小，都要严
防死守！”邵凤民在夜色里查
看每个点位的情况，解决防汛
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调配物资、保障设备运
转、清理疏通管网、准备应急
设备，强化院内雨污水管网、
沟槽排查，及时清理疏通，确
保管井不反流、不冒水；室外
配电设施要做好防水处理，加
强配电房、管道井巡视工作，

出现漏水情况及时处理，确保
用电安全。

同时，该院抽调安保人
员成立“防汛紧急抢险队”，
无死角巡查，随时准备开展
应急抢险。

8 月 22 日下午，河南省应
急管理厅厅长吴忠华到阜外
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调研查看
防汛工作，调配应急物资，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8月22日17时，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到阜外
华中心血管病医院调研查看
防汛工作，对防汛重要点位进
行查看，敦促医院强化防范意
识，全面做好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8月22日，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红霞在
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 63 场新
闻发布会上说，现阶段全省教育系统
顺利开学的前提是必须接种好两类
疫苗：一个是新冠病毒疫苗；另一个
是“社会疫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政府新闻办主任方启雄主持新闻
发布会。

黄红霞说，在做好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方面，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
公室专门制定了《河南省12岁~17岁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实施方案》，
要求身体健康状况符合接种条件的
12 岁~17 岁人群应接尽接，力争 8 月
25日前完成第一剂次接种，9月15日
前完成第二剂次接种。全省各地认
真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坚持“条块结
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全力做好人员
组织；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精准
摸排接种对象分布情况，组织动员辖
区群众积极接种；教育部门和社区居
民（村民）委员会双管齐下，做好在校
学生及非在校学生的摸底统计和动
员，确保适龄人群应接尽接。

本着属地管理、就近方便的原则
统筹规划，河南对2981家接种点进行
扩容，设置临时接种点 1600 个，通过
延长服务时间，在学校增设临时接种
点等方式方便学生接种。针对12岁~
17岁人群特点，河南组织各级专家开
展科普宣传，配合学校开展适时适宜
的校园心理健康教育，扩大宣传范
围；教育部门通过召开家长会、致家
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做好沟通告知
工作，引导适龄学生应接尽接。

各级预防接种单位认真落实接
种工作规范，严格遵守“三查七对一
验证”和接种后留观要求，规范组织
实施，做好接种信息登记和报告，学
生接种时需要监护人或学校工作人
员陪同，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各地还
完善医疗救治保障工作方案和应急
预案，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确保接种
点有驻点急救人员、有急救设备药
品、有120救护车现场值守、有二级以
上综合医院救治绿色通道；加强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点疫情防控，做好现场
管理，进出口分开，受种人员全程做
好个人防护，并保持社交距离。

截至8月21日22时，全省15岁~
17 岁人群第一剂次接种 371.22 万剂
次，完成率达99.86%；12岁~14岁人群
第一剂次接种473.71万剂次，完成率
达104.54%，12岁~17岁人群接种工作
整体进展顺利。

良好的生活习惯是防范疫情的
“社会疫苗”。全省各地各校师生及
学生家长要养成科学戴口罩、勤洗
手、常通风、外出注意安全距离等良
好卫生防护习惯。卫生健康和教育
部门在用好去年防控工作的好经验
好做法的基础上，针对此次疫情防控
新特点新要求，坚持“一校一院”的明
确要求，加强对口医院指导学校卫生
防疫工作：明确专业机构和专人与教
育部门、学校加强协作，建立上下贯
通、校院联动、职责明确的工作机制；
支持配合教育部门针对这次疫情新
特点、防控新要求，修订完善工作指
南，细化校园防控方案，对口医院指
导学校做好风险排查、清洁消毒、物
资储备等工作。教职工及学生要减
少跨省、跨市流动和聚集性活动，不
到中高风险地区，非必要不出省，非
必要不出市；暑假期间至返校前，各
地各校非必要不得组织省外研学、交
流、培训等活动。

黄红霞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
全力配合教育部门，全方位做好校园
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平安开学、开学
平安。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8月20日
下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志愿者来到
郑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联勤中心开
展“四送一助力”专项行动，为全省疫
情防控贡献力量。

面对全省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
为切断传染源、阻断疫情蔓延，广大
医务人员、公安民警等不辞劳苦，夜
以继日地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为守
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做出突
出贡献。

省卫生健康委积极响应省文明
办和省直工委要求，主动履行社会责
任，积极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引领作
用，多次沟通、精准对接郑州市公安
局情报指挥联勤中心，了解一线公安
民警疫情防控紧缺物资情况，并在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基础上，
联合省卫生健康药具管理中心，来到
郑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联勤中心开
展“四送一助力”专项行动，为一线公

安民警送去防疫口罩、健康大礼包
（含血压计、湿巾、酒精等）及酸奶、火
腿肠等生活保障物资等，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

郑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联勤中
心政委韩驰和副主任赵俊岭、冯鹏飞
代表接受物资捐赠，并表示，情报指
挥联勤中心全体民警始终坚守疫情
防控一线的工作岗位，用理想信念和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与此同
时，省卫生健康委志愿者来到郑州市
公安局情报指挥联勤中心了解在疫
情防控中涉疫警情及相关密接人员
信息的追踪等工作机制。

作为省级文明标兵单位，省卫生
健康委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
组织开展好“四送一助力”专项行动，
用爱心凝聚起抗击疫情的正能量，维
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健康。

在核酸检测中、隔离病区
内，医务人员总是被防护服包
裹得密不透风，闷热难耐，汗水
湿透衣背，甚至中暑晕倒，这样
的画面让人心痛。那么，随着

科技的不断进步，如何为抗疫
一线的医务人员提供方便呢？

现在，一款装有“空调”的
医用正压防护服上阵啦！最
近，驼人集团在医用正压防护

服的基础上研制出“空调”医用
正压防护服，增加了调温功能
和季铵盐灭活滤芯，在安全防
护的基础上，提高了防护服的
舒适性。

8 月 19 日，在长垣市妇幼
保健院核酸检测现场，医务人
员穿着由驼人集团研制的新型
医用正压防护服在为群众做核
酸检测（如图）。相比传统正压
防护服容易闷热出汗，新型医
用正压防护服的温度可以控制
在 26 摄氏度~29 摄氏度之间，
为医务人员提供了良好的舒适
体验，得到了医务人员好评。

在检测现场，穿着新型医
用正压防护服的长垣市妇幼保
健院检验科副主任李辰林告诉
记者，普通的防护服在出汗后
就贴在身上了，汗排不出来。
这个新款防护服里边有一个风
循环，这个空调送风装置会把
风送进防护服，在风的作用下
汗水会瞬间蒸发，里边贴身的
衣物不会湿透贴在身上；普通
防护服贴身体太紧了，扭动脖
子的时候不灵活，而这款防护
服头部活动很方便，增加了医
务人员的舒适感。

据了解，驼人集团医用正
压防护服是全国首家也是目前
唯一拿到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的全身正压防护装备。在一代

的基础上，该防护服增加了便携
式空调，一个空调可以接3个正
压防护服。另外，在滤芯上也做
了抗菌处理，采用季铵盐抗菌处
理，不但能够隔离病毒，还能杀
灭病毒，通过测试 4 小时、6 小
时、8小时到10小时使用之后，
过滤效率依然达到 99.995%。
此款“空调”医用正压防护服可
广泛应用于发热门诊、手术室、
麻醉科、传染科、咽拭子采样、
P3实验室等，为疫情期间机场、
高铁站、码头、汽车站等执勤时
提供全方位防护。驼人集团研
发团队还将在“空调”医用正压
防护服的基础上增加饮水、饮
食、小便等功能，进一步提升医
用正压防护服的使用价值，最大
限度地为医务人员提供舒适方
便的工作条件。

据驼人集团创始人、总裁
王国胜介绍，面对疫情，该公司
利用自己的研发平台，不断突
破技术瓶颈，相继研发出了新
型防护头罩、正压防护服、季铵
盐口罩等多款舒适安全的防护
装备，为守护群众健康贡献了

“驼人力量”。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讯员曹 咏
苏安宁）8月21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启动防汛应急
预案，全体医务人员严阵以待，全力做
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确保人员、设备
安全，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对医院的
影响。

8 月 21 日，郑大一附院召开防汛工
作部署会，医院领导带领后勤、保卫、医
政、护理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实地查看医
院各个区域，检查各个楼宇、地下车库以
及各排水系统的防汛情况，以及防汛物
资的配备情况，要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责任落实到人；做好突发险情时的物资
供应工作，做到有备无患。对急诊科、
手术室、病房楼电梯井等防汛重点地
区，郑大一附院要求关键岗位、关键地
点值班人员严阵以待，24 小时确保联络
畅通，及时做好应急处置，确保应急供
电、供水。

当天上午10时10分左右，该院还举
行了防汛演练，要求接到指令后，各楼宇
防汛负责人在 5 分钟内迅速到位，及时
组织人员进行疏散，迅速摆放防汛沙袋，
确保各点位封堵严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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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21 日，许昌市卫生健康委发布防汛应急
工作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各单位扛稳防汛政治责任，做
好应急响应准备，确保群众安全。

通知要求，各单位要针对防汛工作中发现的薄弱环
节和风险隐患点进行再梳理、再排查，确保任务明确到
人，整改措施落实、落细，切实防范灾情发生。

各地各单位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动态信息，建立相
应机制，提前做好灾害升级应对准备，重点加强医疗机
构、集中隔离点院内地下空间、危险资源存储空间防涝、
防倒灌等应急措施；要及早部署，做好防汛救灾及灾后防
疫等应急物资储备；在做好医疗机构自身防汛抗灾工作
的同时，严格落实院感防护等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严
防灾后发生疫情。各级各类卫生应急人员要立即进入待
命备勤状态，确保人员到位、物资到位、设备到位、车辆到
位，确保随时根据指令能迅速赶赴灾区开展紧急医学救
援和卫生防疫工作。各地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值班值守工
作，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在岗值班和三级值班值守制度，
确保信息畅通。

（王正勋 侯林峰 时 歌）

许昌市卫生健康委

强化防汛工作落实
本报讯 （记 者 卜 俊 成

通讯员周二彬）8 月 21 日，针
对新一轮强降雨天气，郑州市
卫生健康委发布紧急通知，要
求全市各相关医疗机构做好
医疗救治准备，确保正常接
诊；指定 7 家医院保障封闭封
控区群众及隔离观察人员医
疗服务，强化疫情防控；要求
定点医院迅速设置应急隔离
病区；统筹协调好全市急救力
量；12个卫生健康在建项目全
部停工。

为了做好封闭封控区域
群众及隔离观察人员的医疗
服务保障，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指定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郑
州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郑州颐和医院、河南省
省立医院、金水区总医院、郑

州市中心医院高新区分院作
为定点医院提供医疗服务，做
好孕产妇等有紧急就医需求
患者的诊疗工作。

各定点医院要于8月21日
22时前迅速腾空相对独立的、
充足的病区作为应急隔离病
区，病区各房间应有独立卫生
间；统筹调配院内医疗资源，
为发热门诊、应急隔离病区等
相关科室配备充足的医务人
员和防护用品、设施设备，并
做好防护知识培训；发热门
诊、应急隔离病区等科室人员
防护、院感防控等要按照新冠
肺炎定点医院管理，同时应配
备感染专业人员跟班指导。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统筹协调全市紧急医疗救援力
量，成立紧急医疗救援应急突

击救援队，组织应急救护车辆
和应急医疗救援人员，在指定
点位应急值守，执行应急医疗
救援任务，全力应对突发事
件。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委
要迅速指导辖区医疗机构做好
医疗服务准备，确定定点医院，
做好辖区内医疗服务。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迁
建、市骨科医院宜居健康城医
院、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心血
管病房楼、郑州市传染病应急
检测中心P2实验室等12个在
建项目全部停工，所有施工人
员撤离至安全区域；各项目成
立防汛抗洪应急突击队和巡逻
队，由项目单位和施工单位组
成，每小时至少对地下室、电
力、基坑周边、塔吊、生活区房
屋等重要位置巡查一遍。

郑州市卫生健康系统

随时准备突发事件救援

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

1000余名医务人员坚守148个点位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近日，经县级党委政府申请，
地市级和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逐级审核，国家卫生健
康委组织专家遴选，8个县（市）入选全国基层卫生健康综
合试验区，郏县为河南唯一入选地区。

根据建设指导方案，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要在5
年时间内全面落实基层卫生健康各项政策，在投入保障、
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模式等方面进一步改革创新，
巩固完善“公益一类保障、公益二类管理”运行新机制，全
面提升服务能力，打造基层卫生健康工作样板，发挥示范
作用，引领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具体来说，郏县要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整合优化县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县域总体服务效
能，积极推动信息和人工智能新技术在基层卫生健康工
作中的应用和普及；加强基层适宜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创
新人才使用机制，推进县域卫生人才一体化配备管理，实
行“县聘乡用”和“乡聘村用”，有效解决乡村医生待遇和
养老保障问题，加快推动乡村医生队伍向执业（助理）医
师转化；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社区医院建
设，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加强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精细化管理，鼓励结合地方实际探索优化
服务项目，创新服务形式，突出提质增效，增强群众的获
得感；加强县级远程医疗中心建设，推进远程医疗向乡村
延伸；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实签约服务费，扩
大筹资渠道，稳步扩大服务覆盖面，不断丰富服务内涵，
提高群众满意度；以培养具备“医、防、管”等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和信息技术为支撑，深入推进基层慢性病“医防融
合”；完善稳定长效的多渠道补偿机制、财政补助方式，健
全绩效考核制度，深化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充分调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及医务人员积极性。

作为全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郏县长期
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优化整合县域医疗卫生资源，组
建郏县医疗健康集团，实行“七统一”管理模式，并创新

“3221”管理模式，构建便民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卫生健康信
息化工程，不断优化“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
了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