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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央电视台《新
闻直播间》，来自河南省中医
院针灸科的中国援埃塞俄比
亚第 24 批医疗队员咸培伟讲
述了他在非洲用针灸治病救
人的故事。

“由于‘简、便、验、廉’，
中医在非洲很受当地群众的
欢迎。”咸培伟在接受中央电
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我每天
上午最多能看 25 名患者，但
由于中医很受欢迎，很多时候
要接诊 30 多名患者，回到驻
地时经常错过了中午饭点。”

今年48岁的齐盖·贝加绍
是咸培伟用针灸治疗过的一
名患者。6年前，齐盖·贝加绍
因腰椎间盘突出长期压迫右
侧坐骨神经，导致腿疼无法走
路，甚至无法下床活动。不久
前，她来到埃塞俄比亚提露内
丝-北京医院找到咸培伟，接
受针灸治疗。现在，她已经可
以走着到医院了。

“我真是太高兴了！”齐盖·
贝加绍在接受采访时说。

作为中国援外医疗队员，
咸培伟不仅以仁心仁术造福患
者，还与当地医务人员分享专
业经验，传播医疗技术和中医
药文化。

2023 年 9 月 26 日，中国驻
埃塞俄比亚使馆与驻非盟使
团共同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举办国庆招待会，
咸培伟和队友们受邀表演了
特色节目——《中国功夫》，赢
得了热烈的掌声和高声喝彩，
现场外国友人纷纷邀请中国
医疗队员合影，多家主流媒体
予以报道。

“我将传承发扬‘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
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按
照医疗队的安排努力工作，以
仁心仁术造福当地人民。”咸
培伟在接受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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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许冬
冬）截至目前，河南省累计培养住
院医师4.7万人（含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 1.46 万人）。这是记者从
日前召开的河南省住院医师规范
化培训（以下简称住培）专业基地
主任培训班上获得的消息。

目前，住培制度正式实施 10
年，已成为培养合格临床医师的
必由之路。经过3批遴选和动态

调整，河南省共有 38 家住培基
地、377家专业基地，累计培养住
院医师 4.7 万人（含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 1.46 万人）。河南住培
工作始终坚持培训基地“一把
手”责任制，积极构建“三层管
理”“四级架构”“全程督导”的管
理体制，跨入了追求质量内涵建
设的新阶段。

针对目前住培工作在市域之

间、基地之间、专业之间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培训质量低、同质化
差等问题，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科
技教育处处长孙威对各专业基地
主任提出要求。各专业基地主任
要充分履行“一把手”责任，经常
研究住培工作，严格执行培训标
准，进一步落实“分层递进、螺旋
上升、顶岗负责”的培训模式，做
到“放手不放眼”。要强化培训全

过程信息化管理，进一步实现数
据汇集和共享，为制订政策和科
学的管理提供有力支撑。各专业
基地主任、教学主任要进一步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做好多维度师
资评价和科室绩效的“二次分
配”，保障指导教师的权益，淘汰
不合格师资，为下一步河南省住
培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和纵深
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河南累计培养住院医师4.7万人

←“张奶奶，昨
晚睡得好吗？我来
给您测个体温。”1
月 8 日一大早，焦
煤中央医院慈佑颐
康院的房间里传出
了医务人员的暖心
问候。冬季呼吸道
疾病高发，每天早
查房时间，医务人
员都会为入住老人
测量体温、血压，细
心观察身体情况和
精神状态，叮嘱大
家做好保暖和个人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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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首批百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河南首批百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五个五个100100””创新发展实践样板确定创新发展实践样板确定

织牢基层卫生健康织牢基层卫生健康““网底网底””
本报记者 冯金灿

2023 年，河南为强化城乡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建设，补
短板、强弱项、求实效，出台了《河
南省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改革提升
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明确 5 项提
升 攻 坚 任 务 、12 项 改 革 攻 坚 任
务；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乡聘村
用、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设纳入
乡村振兴实绩考核；谋划建设县
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打造全专结
合、医防结合、中西医结合、医养
结合、安疗结合“五个100”实践样
板；开展农村定向医生能力提升
工程试点，培养下得去、留得住、
干得好的基层健康“守门人”，推
动基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
展。

推动落实基层卫生相关
政策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落实委领
导班子成员联系基层制度，深入
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乡村
医疗卫生体系调查研究，为破解

重点、难点问题提供支持和依据；
带领全省部分基层卫生健康管理
人员先后到浙江省杭州市、安吉
县考察学习，对标对表，问学前
沿；创新党建工作方式，联合省文
明办开展2023年度文明健康优质
服务基层单位创建活动，共评选
出 100 个文明健康优质服务基层
单位。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推动全省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全部设置发热诊室（门诊），并常
态化运行；按国家要求储备药品
试剂、防护类和检验类物资，以及
制氧机等设施设备，满足群众就
近就医需求；依托河南省基层卫
生人员能力训练平台引进开发呼
吸道传染病防治在线培训课程，
全省近17万基层医务人员参加线
上培训。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还对 2018
年~2020 年基层卫生健康发展主
要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对各
省辖市发展指数得分和进步程度

进行排名；印发《关于开展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绩效评价工作的通
知》，开发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绩效考核评价系统模块，并完成
绩效评价；将政府举办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公益一类财政保障”

“两个允许”，乡村医疗卫生人员
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政策纳入

《河南省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
进条例》；制订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贯彻落实以基层为重点新时代党
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等若干措
施，印发省级对市级评价方案和
评价要点，逐级开展年度评价；支
持指导郏县开展基层卫生健康综
合试验区建设，因工作出色，郏县
县委在全省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会
上介绍了相关经验。

2023 年年初，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领导班子成员深入全省18个
地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进行调研，实地查看基层
联系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疫苗
接种、中医药服务、医养结合、医

疗救治、互联网诊疗等工作情况，
分别与联系点当地政府、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负责人和基层医务人
员座谈，深入交流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情况、在运转中存在的
困难。

“基层联系点制度是省卫生
健康委为有效促进基层卫生健康
事业高质量发展实行的一项制
度。委领导班子成员每年至少赴
联系点深度调研１次，每年帮助
联系点解决 1 个~2 个实际问题，
与基层保持直接沟通，经常性了
解、指导工作，以点带面促进基层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全系
统要牢固树立基层导向，把以基

层为重点落到实处，特别是在政
策制定、机制建设、资金倾斜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尽可能向基层
倾斜。”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侯红在基层调研
中说。

破解乡村医疗卫生体系
发展难题

河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的《河南省乡村医疗卫生体
系改革提升攻坚行动实施方案》围
绕严重制约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出台了一
系列创新举措。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
讯员寇海荣）经过机构申报、县
级初审、市级初验、省级资料评
审和现场查看等环节，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省财政厅近日确
定郑州市管城区北下街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等 100 家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2023年度河南省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五个 100”创
新发展实践样板入选机构（扫
描文后二维码，了解详细名

单）。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财
政厅将对各类样板入选机构统
一授牌并给予资金支持。

2023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打造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五个 100”实
践样板实施方案》，决定自2023
年起，5年时间内在全省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打造“五个 100”实
践样板，即100个全专结合实践
样板、100 个医防结合实践样

板、100 个中西医结合实践样
板、100 个医养结合实践样板、
100 个 安 疗 结 合 实 践 样 板 。
2023年，首批5类实践样板各打
造20个。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财
政厅希望 100 家入选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对照标准建立持续改进提
升机制，持续加强规范管理和
内涵建设，持续优化服务流程

和服务模式，持续改善基础设
施条件和诊疗服务环境，不断
提升服务能力，切实发挥样板
作用。同时，省、市级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成立专家指导组，
持续深入发掘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在全专结合、医防结合、中西
医结合、医养结合、安疗结合方
面的闪光点和薄弱点，指导各
类样板入选机构在相关专业领
域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将对入选
“五个 100”实践样板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建立定期监测评价
机制，根据各类样板验收标准
及评分细则，选取其中重点监
测指标对各入选机构工作开展
情况持续进行跟踪问效。

同时，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及
各入选机构广泛宣传“五个
100”实践样板的创新做法、服

务特色，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切实将实践样板活动成果
转化为维护群众健康的实际成
效。

本报讯 （记
者李伟强）冬春
季节是一氧化碳
中毒事件的高发
时期。1 月 6 日，
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下发《关于做
好非职业性一氧
化碳中毒事件医
疗应急救援工作
的紧急通知》，要
求全省各级卫生
健康部门做好医
疗应急救援相关
工作，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通 知 要 求 ，
各级卫生健康部
门要加大宣传教
育力度，广泛宣
传预防一氧化碳
中 毒 的 基 本 常
识，切实增强群
众防范意识；组
织基层医务人员
开展防范、救护
知识进学校、进
养老院、进机关、
进农村、进社区、
进家庭活动，提
高群众自救互救
能力。

加强医疗应
急准备。按照相
关预案要求，加
强 应 急 值 班 值
守，强化应急响
应机制，将具备
高压氧治疗条件
的综合医院作为
非职业性一氧化
碳中毒患者定点医疗机构，做好人力、物
力、财力、技术保障工作，同时指导各级医
疗卫生机构建立完善现场急救与院内救
治相互衔接的急救工作机制，采取多种方
式开展医疗救治培训和应急处置演练，不
断提高应急能力。

各级 120 急救指挥（分）中心在接到
非职业性一氧化碳中毒事件报警后，要
立即派出救护力量，并做好沟通、协调、
科学动态调配救护车资源等工作。同
时，要加强接警调度员培训，在救护车未
到事发现场前，指导报警群众在确认环
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自救互救。医疗救
援进展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同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伤亡人员达到3人及以上的
事件要在 2 小时内上报至省卫生健康
委。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接报后，要
统筹辖区内优势医疗资源，按照“四集
中”原则全力救治患者。

参与现场救援的医务人员要在做好
自身防护的前提下，规范开展院前急救和
转运后送工作。定点医疗机构要合理设
置医疗服务流程，为中毒患者开通就医绿
色通道，按照“一人一策”原则开展院内救
治，确保所有患者得到及时治疗，降低患
者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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