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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进入汛期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靠前部署防汛工作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靠前部署防汛工作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4月1日，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党组（扩大）
会议，传达省委书记楼阳生对全省
防汛抗旱工作的批示和省长王凯在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侯红要求，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坚
决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
限思维，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打
好主动仗，确保安全度汛，全力维护

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
4 月 1 日起，我国正式进入汛

期。受极端天气影响，今年汛期我
国总体形势旱涝并发、涝重于旱。
全国七大江河均有可能发生不同程
度的暴雨洪水。

侯红要求，当前正是做好防汛
抗旱准备的关键时刻，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要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进
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突出“预”字当
头，以防为主，以防汛抗灾工作全面

落实的确定性来应对自然灾害的不
确定性。省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
公室要指导各地各单位加强雨情汛
情险情分析研判，严格落实“123”和

“321”防汛工作机制，与应急、水利、
交通等部门密切沟通，强化应急值
守，一旦发生灾情，做到应急救援到
位、信息上报准确。要厘清各级卫
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防汛工
作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最小单元，一
个降雨过程一个降雨过程地落实，

确保各项工作形成闭环。要扎实开
展汛前排查工作，完善“领导+专
家”工作机制，强化“人防+技防”衔
接联动，重点关注低洼地段、防洪
排涝能力较差的区域，指导各级医
疗机构对防汛薄弱环节进行风险
排查，及时整改到位，消除风险隐
患。要尽快打通各地卫生健康部
门值班调度平台，审核省直医疗卫
生单位防汛应急预案方案，建立直
达末端的临灾预警“叫应”机制。

要做好汛期医疗服务保障，强化系
统观念，统筹调度资源，做好医务
人员调配和灾后卫生防疫相关药
品、设备等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关
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把医疗
卫生机构防汛工作情况纳入每季
度的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内容，将防
汛专业知识纳入省卫生健康委组
织的院长培训课程，增强针对性、
实效性。要组织开展大型防汛应
急演练，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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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娟 许
冬冬）2024 年，河南将进一步
加快中国医学科学院河南基
地、省部共建肾脏病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加快各重
点实验室建设，实施医学科技
攻关项目……这是记者4 月3
日从 2024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科 教 工 作 会 议 上 获 得 的 消
息。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李红乐参加会议
并讲话。

2024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科教工作将继续强化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和科研管理，扎实推
进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
医生培养和继续医学教育，加
强生物安全风险防范和能力建
设，重点加强高能级平台建设，
加快国家卫生健康委出生缺陷
预防重点实验室、脑血管病防
治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建
设。加快中国医科院河南基
地、省部共建肾脏病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的落地。规范实
施好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其中，实施 160 项省部共建项
目，实施 1000 项联合共建项
目，实施50项软科学项目。在
省医学重点学科中遴选 20 个
给予重点支持，推动达到全国
领先水平。持续实施中青年卫
生健康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
目，遴选20名领军人才、20名
杰青人才和20名优青人才，建
立全程跟踪培养机制。

李红乐说，河南省卫生健
康科教工作者要进一步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坚持党建引
领。卫生健康科教工作涉及
科技、教育等多个部门，以及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医学院
校、科研院所、市场主体等，要
从部门、领域、区域、业务等方
面入手，强化协同意识，发挥
统筹作用。全省卫生健康科
教工作者要率先落实“三学三
问”（学理论、学业务、学法规，
问学前沿、问计基层、问需于
民）；要开展扎实的调查研究，
深入一线、深入基层、深入实
际、深入群众，真正了解难点、
堵点症结所在和发展演变过
程；要不断提升专业素养，以
专业训练增长履职“硬本事”，
以实践历练积累干事“活经
验”；要以严实作风增强工作
执行力，确保“事事有回音、件
件有着落”，不断推动工作再
上台阶。

“医生，我的手臂怎么抬不起来了？”
近日，52岁的张女士走进河南省第三人
民医院（河南省职业病医院）骨科主任唐
豪杰的诊室，着急地说。

唐豪杰接诊后发现，张女士的左臂
抬到一半就动不了了。唐豪杰试着把她
的左臂抬高一点儿，张女士直喊疼。据
张女士介绍，两个月前的一天早上，她起
床后准备梳头时，左臂怎么也不听使唤，
且疼得厉害。贴膏药、拔火罐、按摩，张
女士一一试过，却没啥用。

经仔细检查，唐豪杰确认张女士的
骨头没有问题，最终诊断其为肩周炎。
因为长时间没有活动，张女士出现肩关
节粘连，需要先把粘连处松解开。

随后，唐豪杰让张女士躺在治疗室
的病床上，对其进行臂丛神经麻醉，待药
效发挥作用后，再将她的左臂往上牵引，
并配合手法松解。随着“啪”的一声响，
张女士肩关节活动度立刻得到改善。随
后，唐豪杰结合患者肩关节核磁共振检
查结果，对深部粘连处进行封闭疗法治
疗。完成治疗后，唐豪杰又指导张女士
回家后如何进行康复训练。

“肩周炎全称为肩关节周围炎，肩关
节活动受限是其典型症状之一。患者若
不及时进行有效治疗，疼痛会逐渐加剧，
向颈项及上肢扩散，当肩部偶然受到碰
撞或牵拉时，可引起撕裂样疼痛。久而
久之，患者甚至无法完成梳头、穿衣、洗
脸等动作，还会出现三角肌萎缩。”唐豪
杰说。

目前，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
深，肩周炎的发病率呈逐年递增趋势。
据唐豪杰介绍，目前，国内外各大医疗机
构骨科更关注下肢关节疾病，对肩关节
疾病的治疗缺乏足够的重视。河南省第
三人民医院骨科自成立以来，在多年的
临床实践中针对肩关节疾病，创新推出

“阶梯治疗”方案，因疗效明显，受到广泛
欢迎。

具体来说，“阶梯治疗”方案主要分
为以下几步：第一步，针对轻度疼痛，采
取封闭疗法治疗；第二步，对于封闭疗法
治疗效果不好的，可以进行“麻醉后松
解+封闭疗法”治疗；第三步，对于第二
步治疗效果仍不好的，可以选择肩关节
手术治疗。

不过，唐豪杰提醒，不是所有的肩关
节疼痛都是肩周炎。据统计，临床上发
现的肩关节疼痛大多由三大常见疾病引
起：肩袖损伤、肩峰撞击，还有肩周炎。
由于肩关节疾病很复杂，鉴别肩关节疼
痛的原因非常困难，极易造成漏诊、误诊
和误治。

近日，唐豪杰接诊了一名来自天津
的患者。患者周女士今年30多岁，因关
节手术后出现关节粘连导致肩关节疼
痛，按肩周炎治疗多日效果不明显。“周
女士入院后，我们按照‘阶梯治疗’方案
对其进行了治疗。次日，患者肩关节疼
痛症状明显缓解，第三天即康复出院。”
唐豪杰说。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还专门聘请刚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关节外科退休的骨科专家许建中针对疑难肩关节疾
病进行治疗。

“这段时间，我们的行程排得满满
的，几乎每天都会组织志愿者进社区、
进学校开展义诊和科普讲座活动。”3月
29 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公共事业
发展部李聪接受采访时说，他每天不是
在去参加活动的路上，就是在协调开展
活动。

“居民对义诊活动有需求。特别是
老年人，很喜欢他们提供的免费测血
糖、测血压服务。”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
湖办事处如意东路社区社工朱孟婷
说。3 月 27 日，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派来 7 位专家，涵盖妇科、眼科、消化
科、内分泌科等专业，为居民提供义诊
及免费测血糖、测血压志愿服务，受到
社区居民尤其是老年人的欢迎。

“一直以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非常
重视志愿服务活动。”省卫生健康委机关
党委副书记张林介绍，今年3月，省卫生
健康委组织开展了“学习雷锋好榜样 志
愿服务健康行”文明实践活动，组织专家
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基层、进养老
院、进学校开展科普讲座和义诊活动；组
织干部职工带头献血，加入造血干细胞

志愿者队伍。
除了在“学习雷锋纪念日”等固定节

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省卫生健康委还
组织开展了多个品牌志愿服务活动：

2016年，在省卫生健康委指导下，河
南省医学会组织的名医名家“走基层·送
健康”系列公益活动启动。

2018 年，省卫生健康委在省委宣传
部、省文明委的引导帮助下，启动“健康
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
动。

同是 2018 年，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指导下，省健康中原服务保障中心发起

“健康教育从娃娃抓起——健康启蒙山
区行”公益行动。

2019 年，在省卫生健康委指导下，
“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志愿服务活
动启动。

借助这些品牌活动，河南省打造
了一支支行遍中原大地的健康志愿服
务队。从山路难行的豫北村庄到道路
崎岖的豫南小镇，河南省上万名医务
志愿者走基层、下乡村、进农户，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加深了同人民群众的

感情。

知名医生参与
措施有力得当

“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河南省人
民医院骨科专家高延征，“中国好医
生”月度人物、阜外华中心血管医院首
席专家高传玉，“中国好医生”月度人
物、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斌，

“河南优秀医师奖”获得者田晨光等专
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深入基层，
深入患者家中。

河南省医学会、河南省医师协会、河
南省护理学会充分发挥行业引领作用，
针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不同专业医务人
员的需求和基层群众健康需求，组织各
专科分会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服务活
动。

“所有参加科普讲座的专家共用一
套课件，实现健康宣讲的标准化，确保讲
座内容的权威性。”“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主办方围绕中
国居民健康素养 66 条，组织编写了《健
康生活方式》《慢性病防治》《传染病防

治》《心理健康》《伤害预防与救治》等13
套标准课件。

此外，通过不断提升完善，“健康中
原行·大医献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形
成“十个一”（即建立一支队伍、开展一批
讲座、研发一套课件、举办一批培训、唱
响一台大戏、组织一次义诊、实施一对一
帮扶、做好一场直播、建立一个平台、形
成一种机制）服务工作模式，让政府重
视，由行业引导，促全民参与。

“健康教育从娃娃抓起”不是一句口
号，要落实在行动中。“健康教育从娃娃
抓起——健康启蒙山区行”公益行动针
对农村少年儿童实际情况，通过开展“四
个一”活动（即一次健康体检、一堂健康
讲座、一批学习用品捐赠、一台健康节目
演出），培养中小学生健康意识，普及健
康知识，提高健康素养。

“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志愿服
务活动通过政策解读、合理用药宣讲、
临床药师进科室进基层及用药咨询等
形式，展示药师形象，宣传合理用药知
识，提高了人们的合理用药意识。

（下转第2版）

品牌志愿活动行遍中原品牌志愿活动行遍中原
本报记者 高玉元

↑4 月 2 日上午，在孟州市中医
院，幼儿园的小朋友参加该院组织
开展的“中医药体验”活动，感受传
统中医药文化的魅力。活动现场，
该院文创小屋负责人刘艳波、健教
科科长张晓艳分别为大家展示了
各种药用植物做成的文创手工艺
品，为小朋友讲解各种植物的特
点、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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