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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医院正式托管
河南省生殖妇产医院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
员崔冰心）2023年12月29日，河南
省人民医院经五路院区在河南省
生殖妇产医院揭牌亮相。这代表
河南省人民医院正式全面托管河
南省生殖妇产医院。

按照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相关决议，河南省生殖妇产医院作
为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执业延伸点，
接受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集中统
一领导，实行长期托管、深度融合。

河南省人民医院经五路院区，
包括丰产路、红旗路两个工作区
域，规划床位 340 张，保留河南省
生殖妇产医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资质，业务发展全面融入河南省人
民医院生殖中心。河南省人民医

院与河南省医学科学院对国家卫
生健康委出生缺陷预防重点实验
室实行业务共建。

河南省人民医院经五路院区
实施“管理一体化、技术同质化、服
务全程化、健康中心化”的运营模
式，依托河南省人民医院本部专科
专家团队，深度整合妇科、产科、生
殖、遗传、健康管理、全科医学六大
优势学科，由国家级、省级知名专
家团队坐诊，每周固定时间开展诊
疗服务，全方位服务女性健康，即
整合所有专科资源，为广大女性提
供妇产、遗传、生殖、乳腺、内分泌、
骨骼、生育能力评估、儿童养育、皮
肤美容等方面的诊疗和高质量健
康服务；全周期保障女性健康，即

从产前筛查、胚胎管理到老年慢性
病管理、骨骼疏松管理，提供涵盖
胚胎期、生育期、儿童期、青少年、
更年期、老年期等全生命周期的健
康保障；全过程管理女性健康，即
建立健康档案、全程追踪服务，优
化提升涵盖健康教育、预防、筛查、
管理及疾病诊断、治疗、手术、康
复、回归社会心理的指导等方面的
全方位全周期健康管理，为广大女
性打造“全程服务、一生无忧”的健
康服务体系。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周
勇在揭牌仪式上说，河南省人民医
院托管河南省生殖妇产医院，是服
务和融入省委“三足鼎立”科技创
新大格局的需要，是进一步推进医

院发展的需要，旨在加强联合，为
医院发展注入强劲动力，要统一管
理运行，坚持长期托管、深度融合，

“一体化运营、同质化管理”，充分
发挥河南省人民医院在运营管理、
学科建设、人才梯队、科技创新、医
疗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探索建立全
方位、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的女性
健康服务模式，加快打造引领全
省、特色鲜明的示范样板；要统一
团结协作，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要
加强统一领导，促进职工全面融
入、深化交流，不断增进历史认同、
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河南
省人民医院各项工作和托管工作，
继续在执业许可审批、业务管理指

导、项目资金等方面给予大力支
持。

据介绍，自 2024 年 1 月 2 日
起，河南省人民医院经五路院区
将推出为期一个月的 6 项惠民举
措：生育力免费咨询（包括女性和
男性）、女性子宫卵巢超声免费检
查；女性乳腺结节门诊免费咨询
及女性乳腺超声免费检查；围绝
经期女性咨询门诊；为符合条件
的孕妇免费做孕中期血清学产前
筛查；为符合条件的孕妇做免费
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为符合条
件的孕妇免费做胎儿单基因病诊
断（血友病、甲基丙二酸血症、苯
丙酮尿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脊
髓性肌萎缩症）。

近日，在开封市龙亭区一家美发店，卫生监督员检查消毒设施情况。当天，开封市龙亭区卫生监督所重点对辖区内小浴室、小美
容美发店、小旅店等进行日常监督检查。 张治平 张天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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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鹤壁市浚县浚州街道秦李
庄村，提起乡村医生周瑞的名字，
附近的群众都会这样评价他：“周
医生是村民心中的好医生。人品
好、技术好，他的事迹还上过电
视、报纸……”

在周瑞村卫生所门前的墙
壁上，挂着 4 块牌子格外引人瞩
目，它们分别是：浚县浚州街道
秦李庄村医保服务站、河南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秦
李庄周氏口腔咽喉科传习所、
浚州街道长丰路社区卫生服务
站 。“ 每 块 牌 子 不 仅 代 表 着 责
任，还代表着患者的信任！”周
瑞说。

“我家大女儿半岁时，患了口
腔疾病，口腔溃烂严重。孩子疼
得直哭，进食更是困难。”邻村村
民谢雪敬说。谢雪敬带着孩子辗
转求医，孩子的病却总是不见好
转。“周瑞医生治疗口腔疾病有方
法，治好了很多患者的口腔疾
病。”一位热心的村民对谢雪敬夫
妇说。谢雪敬夫妇带着女儿来到
周瑞村卫生所。

“孩子得病时间较长，溃烂的
组织较多，已经发展到舌系带的
最根部。”周瑞说。根据当时患者
的情况，他运用中医实用技术，在
患者患处喷洒上药物，脚底涌泉
穴贴上中药，经过4次治疗，孩子
的口腔疾病被治愈。

“医生的职责就是守护群众
的健康。服务能够得到群众的认
可就是我前进的动力。”周瑞说。

凡人亮点

周口市中心医院

颅内肿瘤切除手术
进入微侵袭时代

（上接第1版）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生

育养育负担。全市已建成普惠托
育中心 150 家，17 家托育指导中
心挂牌开展业务工作。当前，全
市共有各类托育服务机构 508
家，可供给托位 3.2 万个，群众的
托育需求初步得到满足。

2023 年 3 月，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遴选出第
一批全国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
市。郑州市成为第一批全国婴幼
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带动河南
省人口家庭工作高质量发展。

健全生育支持体系

这一年，河南持续加大各级
财政保障力度，推动建设更多方
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
的托育服务机构。

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依托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建设省级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支持每个省
辖市建设1个承担指导功能的示
范性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截至
2023年12月，全省共有12个市级
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挂牌，更
好地为各地托育服务提供指导帮
助。

目前，河南省托育综合服务
中心项目已明确总体定位、建设
方案、运营方案、托育课程体系、
托育服务支撑体系等内容。这一
项目正围绕全省托育标准和服务
指南的制订、全省托育业务执业
资格的鉴定与认证工作、全省托
育从业人员的规范化培训、托育
服务体系与模式的创新、托育人
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托育相关产
业的孵化、全省托育资源中心的
建设、重点科研平台的布局与建
设、全省托育业务的信息化管理
与大数据辅助决策平台建设9项
重点工作展开。

这一年，河南婴幼儿照护领
域医育结合、智慧托育等新业态
不断涌现，托育服务质量进一步
提升。

2023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在全省开展主题为“普惠托育、共
同行动”的托育服务宣传月和
2023年度“规范托育服务中原行”
活动，发布全省备案的托育机构
及市级示范托育机构名单，推动
托育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建设。

高质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
构，需要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来支
撑。2023 年 2 月，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联合河南省总工会，在全国
范围内率先举办省级托育职业技
能竞赛。通过技能竞赛，全省托
育行业形成学业务、练技能、比服
务、树形象的良好氛围，推动河南
托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全力保障生育全程服务质量

2023 年，河南省妇幼健康工
作以落实妇幼健康促进行动和全
方位全周期保障妇女儿童健康为
主线，以实现“两高”“三低”目标
（即全省人均预期寿命增幅、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为牵引，以实施妇幼健康

“两提升、两促进”行动（即提升省
妇幼重点民生实事服务质量行
动、提升生育全程优质服务水平
行动，促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行
动、促进中医药全面融入妇幼健
康行动）为重点，不断提高妇幼健
康服务能力，促进妇幼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

在保障生育全程服务质量方
面，河南实施提升妇幼重点民生
实事服务质量行动。依照提升妇
幼重点民生实事服务质量行动实
施方案，全省拓展完善服务链条，
鼓励创新宫颈癌高效筛查模式，
为符合条件的筛查阳性患者提供
必要救助服务；加强日常监测，完
善日常监测指标体系，强化监测
数据分析利用，指导各地优化筛
查管理，改进筛查效率和质量。

这一年，全省继续实施提升
生育全程优质服务水平行动。省
卫生健康委指导各省辖市加快推
进市级、县级妇幼保健机构标准

化建设，调整扩充河南省妇幼保
健机构评审专家库并组织评审培
训；新增 1 家三级甲等妇幼保健
院、9 家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4
家妇幼保健院达到三级水平、4家
妇幼保健院达到二级水平。全省
还通过强化孕产妇妊娠风险评估
与管理、规范孕产妇危重症和死
亡评审、加强危重症救治体系建
设等，持续强化危重症救治能力、
提升体系运行效率，保障母婴安
全。

与此同时，全省实施促进儿
童健康全面发展行动。2023年年
中时，河南印发《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河南省基层儿童早期发展
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推广促进婴
幼儿早期发展适宜技术，增强婴
幼儿养育人养育照护知识和技
能；组织全省儿童营养改善项目
培训，改善婴幼儿营养状况和健
康水平等；加强新生儿先天性心
脏病筛查，遴选新增一批承担筛
查、诊断和治疗的机构，共涵盖90
个县（市、区），涉及筛查机构268
家、诊断机构166家、治疗机构48
家。

“河南要扎实推进基层儿
童早期发展项目实施，建立政
府主导、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
头，妇儿工委办公室、乡村振兴
局等多部门参与协作的工作机
制；依托基层儿童保健服务网
络推进项目实施，紧密结合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进
一步筑牢基层儿童早期发展服
务网底；健全以县级妇幼保健
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枢纽，村卫生
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为基础的
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县域儿童
健康服务体系，推动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进社区、进家庭、进农
村，促进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均
等化，持续提升基层儿童早期
发展服务水平。”在 2023 年 9 月
22 日召开的“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 —— 基 层 儿 童 早 期 发 展 项
目”河南省启动会上，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主任黄红霞如是说。
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在健全

覆盖全生命周期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的过程中，促进中医药全面融
入妇幼健康行动成为一大亮点。

2023 年，河南大力开展妇幼
健康领域中医药工作专项调查，
印发《关于开展河南省妇幼保健
机构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设评估
工作的通知》，促进中医药与妇幼
健康深度融合发展；印发《2023年
河南省妇幼健康领域中医药试点
工作方案》，遴选 42 家机构纳入
试点，全面提升基层妇幼保健机
构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县域妇
幼健康综合服务能力。同时，全
省每年还为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培
养 30 名中医学专业骨干医师和

“西学中”人才，促进中医药全面
融入妇幼健康工作。

让“夕阳红”更红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
为了让“夕阳红”更红，2023年，河
南稳步推进老龄工作、着力提升
老年健康服务能力，倡导积极老
龄观、健康老龄化，营造敬老爱老
助老的社会环境。

在稳步推进老龄工作方面，
河南积极组织开展“十四五”老龄
事业发展规划实施情况中期评
估，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各项重
点工作任务，推进全省老龄事业
发展；组织开展2023年老年友好
型社区建设工作，46个社区被公
示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
区，命名河南省老年友好型社区
103个；利用“河南老龄”微信公众
号发布全省老龄政策、工作动态、
典型案例等 660 余篇；在敬老月
期间，举办 2023 年老年节活动，
广泛组织宣传活动、文体活动、走
访慰问和志愿服务。

在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方
面，河南积极推动落实老年健康
政策措施，协调推进“十四五”健
康老龄化规划重点任务，开展规
划实施情况中期评估，落实《健康
河南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组织实施老年健康促进专
项行动；加强老年健康管理服务，
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规范要求，为失能、高龄老年人提
供上门健康服务和医养结合服
务，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

河南组织开展 2023 年老年
心理关爱行动，在全省确定34个
社区（行政村）开展老年心理关爱
服务；启动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
动，组织基层专业人员老年口腔
医学适宜技术培训，开展口腔健
康知识科普、公益义诊活动；持续
推进老年营养改善行动和老年人
失能失智预防干预试点工作。

为强化老年健康宣传教育，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老年
健康宣传周活动，打造《老年健康
大家谈》栏目，播出老年健康、老
年运动、老年照护等专家科普宣
传访谈节目40余期，打造郑州地
铁老年健康专列，在郑州地铁 1
号线“健康河南号”宣传老年科学
运动、老年健康政策和健康科普
知识，让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
理念深入人心；组织开展全省老
年医学发展征文活动，评选出优
秀论文30篇。

河南还积极完善老年医疗服
务网络，落实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推动老年医院、康
复医院、护理院、安宁疗护机构
（病区）和二级以上公立综合性医
院老年医学科建设，增加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安宁疗护
床位；进一步扩大安宁疗护服务
范围，新乡市、周口市被确定为国
家第三批安宁疗护试点地区；制
订医养结合、安疗结合实践样板
建设标准，评选医养结合、安疗结
合等“五个100”基层实践样板，引
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创新服务模
式；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出台

《河南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
管理办法》和《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评价指标（2023版）》，开展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和老年友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检查验收，推动医疗卫
生机构建设老年友善文化和老年

友善环境，落实老年人优待政策，
提升老年友善服务水平，2023年
建成河南省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142家；会同省总工会组织开展河
南省 2023 年老年医疗护理康复
技能竞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促
练、以赛促用，评选出集体奖 24
个、个人奖 57 个；组织开展老年
医学人才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方式，培训老年医学科（含医
养结合）医师184人、护士118人、
安宁疗护专业人才72人。

让养老更有“医”靠

在持续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方
面，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联合17部
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医养结
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强居家社
区医养结合服务，提升机构服务
能力，优化医养服务衔接，截至
2023年第三季度，全省医养结合
机构 478 家、床位 6.7 万张、养老
机构与医疗机构签约合作 4694
对，养老机构普遍能够以不同形
式为入住老年人提供医疗卫生服
务。

同时，河南积极组织创建医
养结合示范县，遴选确定河南省
医养结合示范县（市、区）和示范
机构各10个，并择优向国家卫生
健康委推荐全国医养结合示范
县（市、区）和示范机构各5个；开
展彩票公益金支持医养结合项
目建设，建立彩票公益金支持的
医养结合项目储备库，遴选入库
项目182个；联合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开展 2023 年彩票公益金支
持医养结合项目建设，确定2023
年医养结合项目21个，下拨补助
资金5546万元；加强医养结合机
构质量管理，举办2023年全省医
养结合工作培训班，指导各地补
齐短板弱项，加强项目管理，提
升全省医养结合服务能力；依托
省医养结合质控中心定期开展
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评价、考核和
专业人员培训，指导医养结合机
构持续改进服务质量；依托国家
医养结合管理信息系统，动态监

测医养结合服务开展情况，指导
各地加强服务监管，发现问题及
时纠偏。

为总结推广医养结合先进经
验做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编印

《河南省医养结合优秀案例汇
编》，印发《推广“全链式”医养结
合模式实施方案》，首批确定省级
15个推广应用县（市、区），充分发
挥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统
筹管理职能，探索构建“医疗机
构+医养服务中心+医养服务站+
家庭”的“全链式”医养结合服务
机制，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
深度融合，提升医养结合机构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推
进“医、防、康、养、护、助”一体化
服务。2023年10月，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栏目以《安心养老有
“医”靠》为题对河南省医养结合
工作进行专题报道。2023 年 11
月初，河南省在全国老龄健康工
作专题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分享
大力推进医养结合高质量发展的
经验。

家庭病床是医养结合的重要
载体。为方便长期卧床、行动不
便的老年患者看病就医，2023年，
河南全面启动家庭病床服务改革
试点。

“各试点地区要加快建立完
善家庭病床服务信息系统，推动
实现与公共卫生、医疗、医保、医
养信息系统和区域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信息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
推动实现建床、撤床线上审批及
医疗质量、服务行为全程监管；鼓
励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
医疗机构配置智慧医疗系统、物
联网设备、远程互联网服务设备
等；充分发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和城市医疗集团牵头医院的作
用，采取技术指导、协助上门、接
收转诊等形式，加大对开展家庭
病床服务试点工作的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的技术支持力度。”2023年
8 月 30 日，侯红在全省家庭病床
服务试点工作现场推进会上提出
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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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丁 宏 伟
通讯员吴 立）日前，联勤保障
部队第990医院耳鼻喉科医生
段付向与泌阳县人民医院神
经外科医生栗相义被驻马店
市人民政府评为见义勇为模
范群体。

段付向是联勤保障部队
第 990 医院耳鼻喉科的医师。
2020年7月22日，段付向和栗
相义在回老家探亲途中，行至
河南省泌阳县某桥头时，遇到
一辆电动自行车与对面驶来
的轿车相撞。因当日下大雨，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被湍急的
洪水冲走，十分危险。段付向
和栗相义不惧个人安危，果断
跳入河中，把电动自行车驾驶
员救到岸上，并为其实施溺水
紧急抢救，及时挽救了电动车
驾驶员的生命。段付向和栗
相义的英勇事迹在社会上广
为流传，救人视频一时成为大
家关注的焦点。

段付向说：“此次获得表
彰既是荣誉，更是激励，未来
我将继续练好技能，以实际行
动守护好群众的生命安全。”

遗失声明

史若辰（编号：E410363477，出生时
间：2004 年 8 月 1 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作废。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张亦舒）日前，周口
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一区
手术团队在S8（型号）光磁
手术导航定位系统辅助下
成功完成一例大脑深部脑
功能区病变切除术。

患者刘女士，现年 63
岁，因言语迟钝、左侧上肢
活动不佳在当地医院接受
检查。结果显示其颅底脑
干处有脑膜瘤。患者及其
家属来到周口市中心医院
就诊。

患者病灶部位的肿瘤
较小，如何精确找到肿瘤、
减轻手术带来的副损伤成
了手术团队术前重点考虑
的问题。经讨论，手术团

队决定在神经导航定位系
统的辅助下为患者实施此
次手术。由于神经导航精
准定位到病灶位置，术中
微创切除病变组织时，最
大限度保护了患者大脑的
重要神经、血管结构，达到
了最小限度干扰正常脑组
织的目的。术后，患者无
功能区受损表现，病变组
织全切无残留，无新发功
能障碍。目前，患者恢复
良好，并顺利康复出院。

周口市中心医院负责
人说，神经导航定位系统的
成功使用标志着周口市中
心医院神经外科颅内肿瘤
切除手术技术全面进入微
侵袭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