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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三十余载，卷帙著华章。38
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
瞬间，然而，林州市中医院却用浓墨椽
笔描绘了一幅县级中医医院生机勃勃、
蒸蒸日上的发展画卷。2021年，该院
顺利通过三级中医医院现场评审，成为
国家三级中医综合医院，彻底结束了林
州市没有三级中医医院的历史。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回望林州市中医院走过的风雨历
程，从筚路蓝缕到雄姿初现，一代又一
代中医院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
进取、奋发有为，用蹄疾步稳、勇毅笃行
的蓬勃力量，书写了百舸争流、奋楫者
先的崭新篇章。

基础设施 翻天覆地

近年来，林州市中医院不断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和医疗设备投入力度，持续
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该院总投资2.3亿元、设计楼层11
层、建筑面积45679平方米的门诊医技
综合楼、医养结合楼即将投入使用。该
大楼设计新颖、功能齐全、设施完备，将
极大改善林州市人民群众的就医体验
和满意度。

同时，该院加大技术设备的提档升
级力度，先后购置了西门子1.5T超导
核磁共振、西门子 128 层螺旋 CT、GE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530大型血管造影
机、医科达直线加速器、GMM（意大利
通用医疗器械公司）数字胃肠机、飞利
浦DR（数字化X线摄影机）、奥林巴斯
电子胃肠镜、GE四维彩超、腹腔镜、胸
腔镜等大型设备，新引进美国GE3.0磁
共振成像系统、西门子双源CT、西门子
双板DR和移动DR，今年年底将投入
使用。届时，当地群众即可就近享受优
质医疗资源和服务。

涅槃重生，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
如今的林州市中医院已从建院初期的
大门诊部发展成为拥有在岗职工780
人、开放床位800张、业务用房9.5万平
方米、年门诊患者26万人次、住院患者
2万余人次的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
康复、保健于一体的中西医同步发展的
三级中医综合医院。

人才学科 日新月异

医院要发展，人才是关键。多年
来，林州市中医院把人才培养作为医院
发展的主要抓手，请进来高精人才，送
出去业务骨干，推动医疗管理双提升。
目前，该院在职职工当中，高级职称人
数为63人，中级职称人数为180人，硕
士研究生人数为13人，林州名中医人
数为3人，林州市市管专家人数为3人，
打造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精英队伍。

该院把学科
建设作为事业发
展和满足群众就
医需求的主线，该
院脑病科是河南
省特色中医专科，
脑病科、儿科是河
南省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该院
是林州市心血管
病治疗中心。此
外，该院还积极引
进 新 技 术 、新 项
目，先后开展林州
市首例心血管造
影、支架植入术和
射频消融术，独立

开展经皮肺穿刺活检术、经皮肝穿刺活
检术、肾脏穿刺术、肿瘤冷冻射频消融
术等，填补了院内多项业务空白。

作为中医医院，该院坚持“发挥中
医优势、创建特色医院”的办院方针，着
力应用中医特色技术、创新中医特色服
务，开展针灸、推拿、拔罐、耳穴压豆、穴
位注射、中药足浴等中医医疗技术项
目，治未病中心为群众提供健康状态辨
识、风险评估、健康咨询与指导、健康干
预等服务，全力构建“以治病为中心”向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服务新模
式。

精细管理 日臻完善

业精于细，而成于管。多年来，林
州市中医院树立精细化管理理念，运用
科学的组织架构、完善的管理制度、规
范的服务流程，建立责任明确、管理规
范、运行高效、监督到位的长效管理机
制。

该院围绕提高医疗质量和确保医
疗安全两大主题，健全医疗质量管理与
控制体系，持续开展质量检查、考核和
评价工作，全面提高医疗检查救治能
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安全、可靠、高效的
医疗卫生服务。

近年来，该院坚持以人为本，充分
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加强智慧医
院建设，今年成功创建了河南省数字化
医院B级，并先后完成4级电子病历系
统复审验收，更新 HIS（医院信息系
统）、LIS（医院检验科实验室信息管理
系统）、PACS（影像归档和通信系统）、
电子病历，升级院感、合理用药、不良事
件报告系统。该院完成了“掌上医院”
一期工程，实现网上挂号、业务查询、自
动转账、网上缴费等功能。超声、核磁
共振、CT、DR等影像检查结果及病理
资料可在全院实时共享、自助打印，真
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患者少跑
路”。

贴心服务 人文关怀

患者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让就诊
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是林州市中医院
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林州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
头单位之一，为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的

健康需求，该院通过上联省市医院、下
帮基层医院的方式，建立县、乡、村三级
卫生服务体系，构建远程会诊、远程影
像、远程检验、远程病理、远程心电、消
毒供应和院前急救七大共享中心，实现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缓解基层群众看病
就医难题。

在服务患者就医上，该院积极推出
志愿服务、急诊陪护、电话回访、收费价
格公示、患者满意度评价、办理限时等
服务措施。该院志愿服务站长期为患
者提供咨询、费用查询、开水、轮椅、担
架车、雨伞、针线等便民服务，并开设夜
间儿科门诊、周末门诊服务，打通医疗
服务“最后一公里”。

公益本色 金字招牌

该院始终坚持将公益性作为医院
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在健康教育、健康
促进、急诊救治、弱势群体帮扶、疫情防
控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等方
面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

每年该院都会多次组织业务骨干
深入边远山区开展健康教育、义诊服务

等，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工作
之余，该院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文明
交通、文明旅游、清洁家园、帮扶弱势群
体、爱心捐款等公益活动，彰显新时代医
务工作者大爱无疆的情怀。在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该院上下闻令而
动、白衣执甲，从支援郑州、汤阴、滑县到
3个隔离点管理、安林高速卡点值守、全
民大规模核酸检测、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转运隔离人员和入户核酸检测等，中医
院人用“白衣之躯”构筑起护佑群众健康
的坚实防线。

初心如磐，方能乘风破浪，展望未
来，载梦扬帆远航！谈及未来的规划和
发展，林州市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林州市中医院院长刘先富坚定地告
诉记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林州市
中医院人将以创建省内首批县级三级
甲等中医综合医院作为医院“十四五”
发展目标，将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用真情和奉献谱
写新时代国医杏林的壮美诗篇，为建设
健康林州、护卫百万群众健康持续贡献
中医院力量！”

技能培训

林州市中医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林州市中医院院长刘先富
（左四）在听取科室建设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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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天干物燥，不仅要小心火
烛，还要警惕呼吸道感染疾病。正所
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入秋后早晚温
差加大，气温像坐过山车，不仅正常
人容易感冒，对于体质弱的人来说，
感染流感的概率则更大。

那么，什么是流感？与普通感冒
有啥区别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
怎样做才能预防流感？

流感是一种由病毒感染导致的
急性呼吸道疾病，传染性极强。流感
有三种类型：甲型、乙型及丙型，其中
以甲型较为常见。流感的症状有：发
热、咳嗽及喉咙痛、头痛、肌肉疼痛等
全身症状，常伴有干咳、鼻塞、流涕、
食欲减退，通常病情较为轻微，部分
以呕吐、腹痛、腹泻为特点，常见于感
染乙型流感的儿童患者。

流感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和
直接接触传播，流感患者是主要传染
源。病毒存在于病人或隐性感染者
的鼻涕、痰液等呼吸道分泌物中，通
过说话、咳嗽、喷嚏等飞沫进行传播，
易感者吸入后即能发生感染。也可
经口腔、鼻腔、眼睛等黏膜直接或间
接接触进行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
的日常物品，也可引起病毒的传播。

全人群对流感病毒普遍易感。
而2岁以内的儿童、65岁以上的老年
人、妊娠期女性，以及心血管系统疾
病、代谢及内分泌系统疾病患者属于
感染流感病毒后易发生重症的高危
人群。

流感相对于普通感冒来讲，体温
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全身症状更重，
并发症和病死率也更高。一般流感
患者病程呈自限性，通常发病3天~4
天后高体温症状会逐渐消退，全身症
状好转，但咳嗽、体力恢复常需要 1
周~2 周。一部分重症流感患者可出
现持续性高热，伴有剧烈咳嗽，咯脓
痰、血痰，或胸痛；呼吸困难，口唇发
绀，严重呕吐、腹泻，出现脱水表现；
反应迟钝、嗜睡、躁动、惊厥等。

流感虽然传染性强，但是没必要
担心，只要正确应对，完全可防可
控。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该如
何有效预防流感呢？

首先要注意个人卫生习惯，勤洗

手，特别是就餐前和如厕后，尽量用
洗手液或肥皂、流动水洗手；在流感
高峰期，尽量减少到人员密集、空气
流通情况欠佳的公众场所；日常饮食
一定要规律，要均衡地搭配蛋白质脂
肪等合理膳食，保持充足睡眠，不要
熬夜，提高自身免疫力；要根据天气
变化，适时增减衣服，合理安排适合
自身的体育锻炼，比如散步、跑步、打
球等，提高抵御病毒侵袭的能力。

此外，接种流感疫苗是最好的预
防办法。除特殊情况（年龄小于 6 个
月、对鸡蛋过敏及其他不适合接种的
疾病等）外，均建议接种流感疫苗。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如果家里有半岁
以上幼儿、65 岁以上的老年人，或贫
血、糖尿病、心脏病、肝病等慢性病病
人，更应及时接种流感疫苗。接种流
感疫苗后，可产生大量抗体，起到减
少接种者感染流感病毒的作用。接
种疫苗后，一般两周内见效。每年接
种一次疫苗，免疫力可以维持一年，
因此每年都需要接种流感疫苗。要
注意的是，感冒发热期间不要接种流
感疫苗。流感疫苗的注射必须配合
季节，一般应在每年 9 月~10 月流感
季节来临前接种，以便较早起到预防
效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食品采购和接收
选择正规超市或市场采购食品，不要

采购来源不明的食品。坚决不吃野味。
读懂标签，关注食品生产厂家、生产日

期、保质期、储存条件、进口食品检疫等相
关标签信息。

采购食品时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正确
佩戴口罩、保持手部卫生等，注意避免直接
接触冷链食品。

网购食品时需谨慎，要选择在有资质
的平台购买。收到食品后，做好防护，仔细
查验，若发现食品有腐败变质、有异味、表
面发黏、颜色异常等情形时，切勿食用，防
止食用后引发中毒。

食品安全检查步骤
用感官初步鉴别。已经腐败变质、油

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
者有其他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切勿食用。

挑选食品时看包装。观察包装物有没
有破损，印刷是否正规，避免买到受到污染
或假冒伪劣食品。

注意看说明和标签。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的包
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上应当标明：名称、
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
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
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
编号；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必
须标明的其他事项。特别是婴幼儿和其他
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
主要营养成分及其含量。

家庭科学储存食品
适量科学储备食品，不要一次采购过

多保质期较短的食材。

合理规划食用顺序，对于熟食和容易
腐败变质的食物，应及时冷藏或冷冻，并尽
快食用完。

储存食物温度要适宜。购买回家的预
包装食品，要按照标签说明的贮存条件和
温度进行存放，并在保质期内食用。食物
原辅料要根据其不同特点和要求，选择在
常温、通风、冷藏（-5摄氏度~0摄氏度）或
冷冻（-18摄氏度）条件下储存。

生熟食品要分开放置。生食和熟食应
避免接触，分别放入专用的密闭容器或包
装袋中分开存放。需冷冻储存的食物应尽
量使用独立小包装，避免反复融化和冷冻
导致营养流失和变质。
不同类别的食品要采用不同的储存方式

主食类食物的储存：米面的储存，应用
洁净、干燥容器装好，放在室内阴凉、通风、
干燥处，避免高温、光照。速冻食品应存放
在冰箱冷冻室，食品包装破损或者已拆封
的需放入食品袋，先扎紧袋口再放入冷冻
室。

果蔬类食物的储存：绿叶类蔬菜是在
各种食材中最不耐储存的，放冰箱冷藏存
放，尽量不囤积，要尽快吃完；圆白菜、胡萝
卜、番茄、茄子、豆角、青椒、洋葱、马铃薯、
苹果、梨等储存性较好的根茎类蔬菜和水
果，可根据食用情况在室内冷凉处存放或
冰箱冷藏。

肉、蛋、海鲜、奶或豆制品的保存：生鲜
肉和鱼虾，建议新鲜食用，如当天不食用，
简易分割后装入保鲜袋放入冰箱冷冻保
存；鸡蛋保质期受温度影响较大，温度不超
过15摄氏度时保质期30天左右，冰箱冷藏
时保质期可为40天~60天；牛奶分为常温
奶和低温奶，常温奶可室温存放，低温奶应

贮存在冰箱冷藏，注意看包装说明；豆制品
很容易滋生细菌，储藏不当容易变质。豆
腐、豆浆等生鲜豆制品应放冰箱冷藏保存，
如果豆制品发酸，豆腐、豆干变质，切勿食
用。

家庭烹饪和就餐
保持清洁：洗手应经常进行。家庭烹

饪之前、期间、之后和饭前，都要用流动水、
洗手液或肥皂洗净双手。厨房用具用后要
及时清洗或消毒。

生熟分开：生食和熟食要分开，处理生
食和熟食的用具，如刀、砧板、使用器皿等
也要分开。

安全煮熟：食物要完全煮透烧熟，特别
是肉、禽、蛋和水产品类等微生物污染风险
较高的食物；即食食品尽量一次吃完；熟食
再次加热要彻底。

使用安全的水和食材：使用安全的水
处理食物以保证安全；挑选新鲜和有益健
康的食物；不吃超过保质期的食物。不食
用平时很少或没食用过的食物，避免发生
过敏症状。

改善饮食行为习惯：家庭实行分餐制，
养成使用公勺公筷的好习惯。

特殊人群多关注：老年人、孕产妇、儿
童青少年、有基础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
者等特殊人群，更需要注意食品安全和针
对性膳食营养。

再次提醒消费者，疫情防控期间，安全
营养的饮食十分重要，为了大家的健康，在
严格遵守各项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一
定要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从我做起，防止
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本报记者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官方
网站内容综合整理）

林州市中医院外景林州市中医院外景

夏秋季节，细菌等微生物滋生处于活跃期，也是食源性疾病的多发时期。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家庭食品安全应注意以下事项。

普专家话健康普专家话健康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