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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0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D（三维）医学打印中心，医学工程师在进行 3D 打印实物模型与设计模
型对比。3D 打印技术作为新兴技术，正加速在我国医疗领域应用。去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
快医学科技创新全面提升卫生健康服务能力的实施意见》提出，河南着力打造优质医疗资源聚集新高地，依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设省医学 3D 打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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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中
央组织部、中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分
别编辑了习近平总书记《论党的自我革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专题摘编》、《习近平关于调查研究
论述摘编》等3种学习材料，已正式出版，即日
起在全国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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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许冬
冬）4月8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举
行 2023 年中国援外医疗队授旗仪
式暨欢送会，为即将出征执行援外
医疗任务的中国援埃塞俄比亚、援
赞比亚第 24 批医疗队和援厄立特
里亚第16批医疗队的62名队员送
行。

据介绍，这 3 支援外医疗队分
别由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和新乡市卫生健康委
牵头组建。其中，中国援埃塞俄比
亚第24批医疗队的16名队员将在
该国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援建
的提露内丝-北京医院工作；中国
援赞比亚第24批医疗队的28名队
员将在该国3个城市的4家医院工

作，即首都的利维-姆瓦纳瓦萨大
学教学医院、赞比亚大学教学医院
及南方省省会利文斯顿中心医院、
铜带省省会恩都拉教学医院；中国
援厄立特里亚第16批医疗队的18
名队员将在该国首都的中国援建医
院——奥罗特医院等4家医院工作。

河南自 1973 年开始陆续承担
向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厄立特里
亚3个国家派遣医疗队任务，累计
派出医疗队 64 批 1302 人次，诊治
受援国群众 725 余万人次，开展各
类手术 5.5 万余次，培养当地医务
人员 8900 余名，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1900多项，相继援建了中赞腔镜
中心、中埃创伤治疗中心等7个专
科医疗中心，开展2个培训项目和3

次“光明行”活动，积极推进中埃创
伤神经外科中心、中厄呼吸支气管
镜专科中心、中赞前列腺微创治疗
中心3个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项
目建设，推动援厄立特里亚中国中
医中心项目建设，广泛参与中非公
共卫生合作项目，让中国的技术、
制度、标准在受援国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积极推进与受援国开展中
医药技术交流合作，帮助受援国提
升整体服务能力。截至目前，河南
有34个集体、700人被受援国政府、
国家卫生健康委予以表彰；涌现出
了以牺牲在非洲、安葬在非洲的河
南省援埃塞俄比亚医疗队首任队
长梅庚年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典
型。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全体援外
医疗队员和各承担援外项目的建
设单位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尽
职履职，努力开创援外医疗新局
面。要牢固树立学习意识，把加强
政治理论学习摆在首要位置，提高
医疗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全面加
强援外医疗队党的建设，把党建工
作贯穿援外医疗工作全过程，以党
的建设高质量保障新时代援外医
疗工作高质量。要牢固树立创新
意识，主动适应新时代援外医疗工
作发展趋势和需求，坚持创新引
领、创新发展，逐步扩大公共卫生、
慢性病、中医药及康复等多领域合
作；积极探索常规援外医疗队和短
期专家组并存、医疗专家与公共卫

生专家并存的新机制，谋划好赴赞
比亚“微笑行”活动，实现中国中医
中心在3个受援国全覆盖，打造河
南援外医疗新亮点。要牢固树立
规矩意识，坚决杜绝违纪违法问题
发生。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及时
排查化解安全隐患，确保在外安
全。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各建设
单位要认真落实好各项待遇，解决
好个人关切问题，落实职务职称晋
升、岗位聘用、人身保险、子女教育
等配套政策，探索加大对援外医疗
队员的扶持补贴保障力度；主动了
解并解决好队员家属困难，确保队
员们安心在外工作，对表现优秀、
作出突出贡献的队员，要给予表彰
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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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冯金
灿 通讯员欧阳昶 谢 爽）4月9
日，记者从人口负增长与经济社
会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上获悉，
河南采取多项措施，应对人口负
增长，完善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
施，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提
升家庭发展能力，营造友好生育
环境，努力提振河南省生育水
平。

4 月 8 日～9 日，由国家卫生
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
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河南省
人口学会、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
委协办的人口负增长与经济社会
发展全国学术研讨会在南阳市召
开。大会通过分析我国人口发展
的变化形势，深入探讨人口负增
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寻求应对战略与策略，促进全国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黄红
霞说，人口发展是“国之大者”。
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
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当前，
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老龄
化、少子化在较长时期内不可逆
转，如何正确应对负增长，对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
略，建立支持生育政策体系，降低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实施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
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为我们应
对人口负增长标明了方向指引和
根本遵循。作为人口大省，河南
高度重视人口发展工作。本次学
术盛会汇集国内顶级专家研讨人
口负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
课题，分析人口形势，解读国家政
策，共商应对之策。希望全系统
全面落实党中央优化人口发展战
略的决策部署，加快完善我省积
极生育政策体系，积极推进各项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在此次会议上，170多名专家分别就“人口负增长与
老龄化交汇的新人口形势”“人口负增长对中国未来经
济发展的影响”等主题进行交流发言。同时，本次研讨
会还以“人口负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负增长与生
育支持政策研究”“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等主题设
立多个分论坛，推动人口政策调整和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建设，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应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
影响。

河南三支援非医疗队河南三支援非医疗队
六十二名队员出征六十二名队员出征

董振力：把关爱他人当成一种责任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蒋建国

他是一位普通的基层医务
工作者，在结核病防治工作岗位
上默默耕耘了24载。

24 年来，面对结核病患者，
他 立 足 本 职 ，做 一 名 暖 心 医
生；面对岗位调整，他脚踏实
地，做一名贴心领跑者；面对
突发疫情，他身先士卒，当好
一线防控“哨兵”。他就是柘
城县结核病防治所党支部副书
记董振力。

自 1999 年 1 月在柘城县结
核病防治所参加工作以来，董振
力先后进修于河南省胸科医院
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
医院，多次参加国家级 TB/HIV
（结核杆菌/艾滋病病毒）双重感
染防治工作培训班，曾被授予商

丘市首届百佳健康卫士、柘城县
健康巡讲专家等称号，荣获商丘
市科技成果奖二等奖，被河南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评为全省结
核病防治先进个人。

立足本职
做一名暖心医生

2019 年 9 月 2 日，一位张姓
老人拿着一面“医术精湛，医德
高尚”的锦旗来到柘城县结核病
防治所找到董振力，感谢他和医
务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精心
的诊疗护理，让自己脱离疾病困
扰，回归正常生活。在董振力的
职业生涯中，这样的事儿出现过
很多次。把关爱他人当成一种
责任，总是想着如何让百姓花最

少的钱治好病，也已经成为他生
活的常态。

在柘城县中心敬老院，董
振力常常为老人们检查身体、
详细解答各类健康问题，还为
部分长期服药的老人完善了治
疗方案。

为有效防范结核病在校园
传播，他每年积极参与学校结
核病防控工作，牵头组织会议、
宣传防治知识、及时开展疫情
处置。2022年3月，疫情监测发
现一名教师患了结核病，董振
力及时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
对与其密切接触的师生进行了
结核病筛查、健康教育，有效防
范了学校结核病聚集性疫情的
发生。

脚踏实地
做一名贴心领跑者

作为柘城县结核病防治所
疫情防控工作负责人，董振力还
负责着院内感染控制、发热门
诊、预检分诊和结核病患者救治
等医院业务工作。

结核病与新冠病毒感染有
很多相似症状。医院每天接诊
多名务工返乡人员和发热患者，
一线医务人员随时都有被感染
的风险。怎么办？在多次组织
全体职工学习相关诊疗方案和
防控知识的同时，董振力身先士
卒，坚守在预检分诊处为患者测
量体温，研判其是否为疑似症
状，并把疑似患者送至定点医院

发热门诊接受进一步筛查。
2021年2月17日，在门诊接

诊患者的董振力突然接到隔离病
区护士站打来的急救电话。他迅
速赶到病房，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对疑似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进行紧
急救治。在抢救过程中，患者突
然呕吐，为防止患者窒息，他迅速
抱起患者侧身，拍打患者后背，不
顾呕吐物溅了一身。

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还有
很多，他是患者心中的救星，是
工作人员心中的主心骨。

身先士卒
当好一线防控“哨兵”

2021年1月22日，董振力参
加完柘城县疫情防控会后直奔

单位，着手起草疫情防控相关文
件，直至次日凌晨3时许。次日
一大早，他就集结全所职工召开
紧急会议，并第一时间成立防疫
梯队。

在疫情防控隔离点，面对情
绪波动较大、防范意识较差、不
配合的被隔离者，董振力总是为
其耐心讲解相关隔离政策，谈心
拉家常，消除其思想隔阂。他叮
嘱工作人员每天做好动态监测，

一旦发现被隔离者有乏力、咳
嗽、发热（胸闷）等症状，第一时
间与医务人员联系，确保问题能
够及时得到处理。其间，他带领
大家吃住在单位，人们经常在凌
晨看到他席地而卧的身影……

因长期超负荷工作，董振力
积劳成疾。2021年5月，他突发
急性脑梗死，经溶栓治疗后康
复。当时，恰逢商丘市出现新一
轮新冠疫情。这又一次牵动着
董振力的心。考虑到结核病区
人员不足，他来不及过多休整，
主动请缨带领 10 余名医务人员
组成紧急医疗支援工作队，奔赴
商丘市医学隔离点。面对同事
和上级领导的关心，董振力坚定
地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
兰终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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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
杨冬冬 通讯员刘武杰）4
月 9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医生临床科研能力提升”
项目在河南省启动，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
东，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
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院长滕
皋军受聘为河南省医学科
技发展顾问，两人将为河
南省医学科技发展事业提
供决策支持，对卫生健康
领域科研评价、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等工作提供专业
指导。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推动我国医学科学
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发
展、加强后备科技人才培
养，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
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发起了“医生临床科研能
力提升”项目。河南省等
4个省份为项目Ⅰ期开展
省份。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主任黄红霞说，本次“医
生临床科研能力提升”项

目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也是河南卫生健康系
统以“三学三问”工作为指导，问学前沿，邀请高层
次专家学者指导交流和专题辅导，加强对外交流合
作及医学人才培养，促进思想观念更新、知识结构
更新、能力素质提升的学术课堂。接下来，河南省
将以此次“医生临床科研能力提升”项目在全省启
动为契机，紧紧围绕健康河南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关
键技术问题，准确把握卫生健康工作新要求，推动
医学科技创新开创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