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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1月4日，
记者从河南省医保局了解到，目前，
河南将用于新冠病毒防治的金蒡清
疫颗粒等 14 种医疗机构制剂和青
石颗粒等 6 种中成药，临时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支付范围，支
付期至3月31日。

此次临时纳入的药品按乙类药
品管理，首自付比例为10%，金蒡清
疫颗粒等14种医疗机构制剂，按照

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调剂范
围使用的，其调剂使用的药品费用
可纳入医保支付。制剂调剂使用超
出规定期限和范围的，医保基金不
予支付。

据省医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将用于新冠病毒防治的部分
中药临时纳入基金支付范围，是
医保部门积极应对新冠病毒感染
疫情、满足人民群众就医购药需

求、减轻参保人员医药费用负担、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的实际举措，也是有力支持我
省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的具
体举措。

下一步，省医保局还将持续深
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持续加大对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
争取将更多群众急需、急用的中医
中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河南将20种新冠病毒
防治药物纳入医保支付

本报综合报道（《河南日报》记
者归 欣）1月5日，河南省省长王凯
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
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工
作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强调要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落实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按照省委工作
安排，全力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确
保转段过渡平稳、社会大局稳定。

会上，省卫生健康委、省工信

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民政厅等单位
分别汇报疫情防控专班工作情况及
下一步打算。王凯指出，近期以来，
在全省上下共同努力下，我省疫情
防控组织架构和政策措施不断完
善，医疗资源持续扩充，救治能力明
显提升，调整转段平稳有序。各级
各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提高
认识、统一思想，高度重视“乙类乙
管”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按照“保
健康、防重症、强救治、优服务”要

求，自觉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
措施到位，突出重点部位关键环节，
扎实有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
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王凯强调，要全力救治患者特
别是重症患者，坚持关口前移，推动
干部力量下沉到家庭和社区，强化
送药上门和用药指导，避免轻症转重
症、重症转危重症；尽快增加重症床
位，配备呼吸机等关键设备，确保患
者得到及时有效救治。要加大物资

准备力度，强化重点药品和医疗设备
生产储运、精准投放，千方百计帮助
重点企业解决困难、提高产能，确保
不断供、不涨价。要加强重点人群防
控，加快推进老年人疫苗接种，加强
独居老人、孕产妇、儿童等高风险脆
弱群体健康监测服务。要加强农村
等重点地区防控，强化乡村发热门诊
建设和对症施治药物保障，维护正常
生产生活秩序。要突出学校和养老、
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防控管理，做好

药物储备和转诊救治。
王凯指出，要加强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一办九专班”统筹协调，保
持高效运转；要加强督促指导，加大
各行业各领域人员培训力度，准确
把握政策，推动“乙类乙管”各项工
作落实落细；要加强形势研判，做好
信息上报，正确宣传引导，及时组织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提高信息发布
的针对性、及时性，积极回应群众关
切，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王凯主持召开省疫情防控指挥部会议强调

保健康防重症 强救治优服务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讯员孙 武）1 月 3 日，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通知，公布2023年度河南
省中医药科学研究专项
课题目录，确定2023年度
河南省中医药科学研究
专项课题 303 项，分为重
大专项、重点课题和普通
课题。

根据要求，河南立项
课题经费由省卫生健康委
和课题承担单位按照立项
金额各负担 50%，其中省
卫生健康委负担部分由省
卫生健康委从专项经费中
拨付；课题承担单位负担
部分由各承担单位自行足
额配套。

河南要求，各课题承
担单位应为立项课题（包
括立项不资助课题）提供
必要的研究条件，加强专
项课题管理，组织各有关
课题组每年向省卫生健康
委报送一次课题执行及经
费使用情况；各地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和课题承担单
位应做好课题实施的组织
管理和监督工作。

河
南
公
布
今
年
中
医
药

科
学
研
究
专
项
课
题

本报讯 近日，中共焦作市卫生健康工作委员会
下发《关于在疫情防控中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要求开展“四有”（有临时党支部、有党
员突击队、有党员责任区、有党员先锋岗）“四亮”
（亮党旗、亮身份、亮承诺、亮责任）活动，加强党的
领导，科学、精准、高效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切
实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用，保障人民
群众健康。

《通知》要求，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各级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把守
护人民健康、保障生命安全作为头等大事，放在各项
工作的第一位，以过硬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担当，坚决
完成医疗服务和救治任务。卫生健康系统各级党组
织要在急诊、发热门诊、重病救治、后勤保障等关键
部位成立临时党组织，切实做到“四有”，进一步增强
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感召力，使党组织成为人
民群众的主心骨。

《通知》强调，通过“四亮”工作措施，充分发挥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亮党旗，在临时党支部、党员突
击队、党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等疫情救治一线挂党
旗、插红旗，让党的旗帜在防控一线高高飘扬；亮身
份，广大党员在疫情防控一线要主动配戴党徽、亮身
份、树形象、做表率，接受群众监督，让全市广大人民
群众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在周围、党员在身边；亮承
诺，在疫情救治关键时期，各级党组织要号召广大党
员递交承诺书、请战书，把承诺书、请战书亮出来，激
发全体党员、卫生健康工作者的工作热情；亮责任，
每名党员的责任分工要在显眼位置亮出来，自觉接
受社会监督，增强工作的主动性。

《通知》提出，要对在疫情防控中担当作为、作风
扎实、甘于奉献的干部，优先提拔使用，并注重在疫
情防控一线考察、培养、吸收先进分子，及时将冲锋
在前、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组织中来；要动
员和组织近5年离退休的医疗卫生战线广大党员发
挥余热，重返工作岗位，减轻患者病痛，造福千家万
户。 （侯林峰 王中贺 裴亮亮）

焦作开展“四有”
“四亮”活动

“我昨天做了核酸检测，
结果是阴性，今天刚好可以
去献血。让您家老爷子能用
上血是举手之劳，红包我不
能领……”近日，河南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一病区
出现了暖心的一幕。

最近，该科收治了一名
71 岁的患者。该患者因为
脑梗死长期服用抗凝药物，
导致上消化道出血，对症治
疗后出血得到控制，但患者
的 血 红 蛋 白 数 值 只 有 59
克/升（成年男性血红蛋白
正常数值是 120 克/升~160
克/升），需要接受输血治
疗。

但是，由于疫情原因，近
期各地血库用血紧张，无法
及时提供临床用血。患者的
子女又由于核酸检测结果为
阳性，无法及时为患者献血，
急得团团转。

该院治疗组的住院医师
刘洪豪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告诉患者家属，自己最近的
核酸检测结果一直是阴性，
如果满足献血条件，可以帮
助患者。

为了安全起见，刘洪豪
又做了一次核酸检测，拿到
阴性结果后，下了夜班直接
赶往开封市中心血站献了
400毫升的血。

患者家属深受感动，通
过微信给刘洪豪发了一个红
包，希望他收下买点儿牛奶、
水果补补身体。然后，就出
现了文章开头的暖心一幕。

患者顺利输上了血，病
情有了很大的改善。刘洪豪
和患者家属也终于放心了。

“患者不能及时输血，很
可能加重病情，后果不堪设
想。救人要紧，如果我的血
液可以换取患者的健康，一
切就是值得的。”刘洪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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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5 日，小寒。凌晨 6 时
许，被寒冷笼罩的郑州市金水
路上，一阵救护车的警笛声打
破了寂静。这是郑州市 120 紧
急救援中心57号急救站正在执
行出诊任务。

“这已经是我们小组今天
执行的第六趟出诊任务了。”急
救车上，该急救小组组长胡文
举对记者说。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患者
激增，郑州市120紧急救援中心
指挥调度大厅的电话量日均达
7000 余次，较日常增长约 2.5

倍；派车量日均达1100次，较日
常增长约2.1倍……

“呼救就是命令，时间就
是生命。”为了守护生命运转
通道，胡文举们和时间赛跑，
接到命令总会第一时间拿起
急救设备，奔上急救车，赶赴
急救现场……而这样的院前急
救情景，在郑州市120紧急救援
中心各个急救站已是常态。

“每个求救电话都是我们
的责任与使命”

“抢救室做好接收准备，患
者出现呼吸困难，需要紧急救

治！”1 月 6 日，郑州市 120 紧急
救援中心 7 号急救站抢救室的
扩音器里，传出急诊调度员的
呼叫。

很快，一辆救护车停在急
诊科门口，医务人员早已做好
接车准备，患者立即被推进抢
救室。这是一名 50 多岁的男
性，因感染新冠病毒，在家口服
药物后症状没有明显缓解，出
现了呼吸困难。经过一系列紧
急救治，患者被送进重症监护
室。目前，该患者病情已经趋
于稳定。

这边刚把患者送进抢救
室，那边急救电话又响了起
来。“我家老人摔倒了，需要救
助！”一名群众呼入120，说家中
老人不慎摔倒，无法起身，请求
120派人到现场帮助。

急诊调度员反复确认老人
没有外伤和其他紧急情况后，
向家属解释 120 是负责急危重
症患者的救治，老人的情况可
以寻求社区帮助。

随后，急诊调度员将老人
的求助信息推送给相关联络
员，并告知联络员现场情况，请
求安排工作人员处置。

之 后 ，呼 救 者 再 次 呼 入
120，告诉工作人员老人出现发
热情况。急诊调度员了解到老
人既往有心脑血管病史，经综
合判断，确定老人需要去医院
救治，就立即调派救护车出
诊。很快，老人被送至医院救
治。

“郑州 120 真给力，感谢医
务人员救了我家人的生命。”老
人生命体征平稳后，患者家属
专门表示感谢，感谢120的帮助

和及时救治。
“每个求救电话都是我们

的责任与使命！”家属的声声感
谢，为忙碌中的急救人员增加
了温暖和力量。

昼夜不停，确保高效救助
“调度坐席由原来的7个增

加至 14 个，在线值班救护组增
加至 105 个……”最近一段时
间，郑州市120紧急救援中心为
满足群众院前急救需求，快速
扩容调度坐席，有效补充急救
力量。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
心建立了 120 指挥调度后备队
伍，进一步充实调度力量；增
加在线值班救护组，在救护车
消毒时，实行“车停人不停”，
及时替换备用救护车上线，以
保障救护车组有效运行；针对
急救人员因病减员等情况，由
各医院统筹调配其他专科医
务人员、行政车辆驾驶员予以
支援，确保院前急救高效运
行。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虽然
寒夜已深，但院前急救指挥调
度、急诊接诊人员的忙碌丝毫
未减，指挥调度中心的电话铃
声仍在不断响起，郑州各个急
救站的院前急救人员仍在持续
奔忙。急救人员陆续接回了带
着呼吸支持系统的高龄老人，
接回了因持续高热出现惊厥的
孩子，接回了新冠病毒感染后
的中年重症患者……

在呼啸的警笛声中，一辆
辆救护车穿梭在城市和医院之
间，急救人员一直在路上，时刻
准备着，以实际行动保障着人
民的健康安全。

抢救患者 冯金灿/摄

本报讯（记者丁 玲）1月5日，记者从郑州市社
区医疗救治服务管理指挥部获悉，郑州市新冠病毒
感染者服务平台于1月4日12时上线试运行。

郑州市新冠病毒感染者服务平台依托郑好办、
郑政钉开发，旨在为新冠病毒感染者（有症状疑似感
染者）提供药品代购、康复指导、协助转诊、协调住院
等医疗相关服务，重点服务保障65岁以上老人、婴
幼儿、基础病患者、孕产妇和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等重
点人群。

郑州市新冠病毒感染者服务平台上线运行后，
市民可通过“郑好办—防疫服务专区—新冠病毒感
染者服务平台”，填写感染症状、个体诉求类型等相
关信息后提交诉求。市民诉求提交后，社区（村）工
作人员和家庭医生团队将通过“郑政钉—基层数字
化工作台—我的待办”，查看市民提报的诉求，并及
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服务保障。

据悉，随着系统上线试运行，这一服务平台的各
项服务功能将在上线运行中持续更新完善。

郑州新冠病毒感染者
服务平台试运行

话：

和时间赛跑
守护生命转运通道

本报记者 丁 玲 郭亚妮 冯金灿 通讯员 徐淑玲

迎着抗击新冠疫情斗争全面胜利的曙光，我们走进了2023年。这既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新年新气象，新春再出发。即日起，本报推出

《新春走基层》专栏，多路全媒体记者进医院、入社区、访医患，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展现医疗卫生工作者
迎难而上、守护群众健康的精神风貌，捕捉中原大地上白衣天使那些关于欢喜、期盼、坚守、奉献的感人故
事，记录属于新时代的芳华绽放和梦想生长。

开 栏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