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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健康中原
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许冬
冬 通讯员石可欣 张庆国）5 月
11日，由农工党河南省委会主办
的第七届健康中原研讨会在位于
新乡市的河南省人民医院北院区
举行。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
委员、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杨
关林致辞并为微创国际医学中心
华中分中心揭牌。

杨关林向研讨会的成功举办

表示祝贺。他说，为推进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基层，中国初级保障
基金会成立了微创国际医学中
心。农工党河南省委会主动作
为，促使微创国际医学中心华中
分中心落户河南省。华中分中心
的建立将为基层持续培养微创技
术人才，建立相关专业的网络化
诊疗体系，对建立完善分级诊疗
秩序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希望河
南省以分中心揭牌为契机，推进

卫生健康事业与卫生健康产业高
质量发展，加快科技创新，不断提
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
士和与会专家围绕“精准医学赋
能健康产业，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主题进行了研讨交流。

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高体
健，农工党河南省委会主委、省
卫生健康委主任黄红霞出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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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员刘长军 王
建 坡）专 家 当 场 解 答
疑惑，还有小品、快板、
木偶剧等生动有趣的
科 普 展 演 ……5 月 12
日，一场以“食盐加碘
防疾病·平衡营养健康
行”为主题的碘缺乏病
防治宣传活动，在河南
省科技馆举行。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省疾病预
防控制局党组书记、局
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党委书记郭万申参
加活动启动仪式并讲
话。

2024 年 5 月 15 日
是第 31 个全国防治碘
缺乏病日，今年的宣传
主题是“食盐加碘防疾
病·平 衡 营 养 健 康
行”。围绕这一主题，5
月12日，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局和省工信和
信息化厅、省水利厅、
省市场监管局、郑州市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联合开展碘缺乏病防
治宣传活动，旨在传播
碘缺乏病防治知识，提
高公众对碘缺乏病危
害的认识，巩固提升地
方病防治成果，更好地
服务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活动分为专题发
布、科普演出、成效展
示等环节，主会场设在
河南省科技馆，同时在
洛阳市、焦作市设分会
场，主会场与分会场连
线直播、同频同步、视
频互动。

“碘有‘智力元素’
之称，是人体必需微量
元素之一。预防控制
碘缺乏病的根本措施
是补碘，食用碘盐是预
防碘缺乏病最简便、安全、有效的方式。”郭万申要
求加强科普宣传，通过形式多样的传播和普及碘缺
乏病防治知识，推广“科学补碘、健康一生”的健康
生活理念。他说，河南省每年积极开展碘缺乏病监
测，持续监测人群碘营养状态，多年来，通过实施以
食盐加碘为主的综合防治措施，人群碘营养状况总
体得到改善。自2000年实现消除碘缺乏病阶段目
标后，我省在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连
续4次通过国家消除标准考核。2023年监测结果显
示，我省人群总体碘营养处于适宜水平，全省连续
24年保持碘缺乏病消除状态；“防—控—管—治”四
位一体的地方病防治体系日臻完善，人才队伍、健
康教育、科研创新实现多点突破，规范化建设、水碘
地图、适碘查询等便民服务和健康科普工作得到国
家肯定和表彰。在2024年的全国碘缺乏病科普活
动中，河南省有5项作品获奖。

在当天的活动现场，《2023年河南省碘缺乏病
监测结果》和《河南省地方病防治健康科普资源库》
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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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 玲）近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下发
通知，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开展“赶考路上有我”主题
实践活动，组织书法绘画摄
影大赛、公益广告创作大赛
等，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
年，充分展现新时代新征程
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争相
出彩的精神风貌，坚定自信
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赶考路上有我”主题
实践活动之一描绘出彩健
康河南画卷——书法绘画
摄影大赛。用笔墨书写大
医精诚，用丹青礼赞健康河
南，用镜头记录卫生健康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生 动 实
践。作品要求主题鲜明，内
容向上，构思巧妙，充分展
示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者弘
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
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
充分展现锚定“两个确保”，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
快医学科技创新等新中国
成立 75 周年以来河南省卫
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辉煌成就。

“赶考路上有我”主题
实践活动之二涵养出彩健
康河南力量——公益广告
创作大赛。聚焦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
造培育行业文明风尚、传承
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等，
展现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来
的光辉历史、伟大成就和宝
贵经验，从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亲历者、见证者的视角，
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

活动共分3个阶段。宣
传创作阶段为5月~6月。省
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各单

位广泛动员，引导干部职工增强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择优评选阶段为7月~8月。省卫生
健康委文明办将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每个
类别的作品组织专家评审，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
三等奖和优秀奖若干名，同时根据作品报送数量和入
选情况，择优推选优秀组织奖。优秀作品报送省文明
办推荐参加全省大赛。展播展览阶段为9月~10月，书
画摄影优秀作品将于国庆节前后在省卫生健康委机
关展览；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将进行集中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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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科建设带动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重点专科建设带动中医药服务提质升级
本报记者 刘 旸 丁 玲 张治平 刘永胜 王 平 陈述明 张 琦

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
科（以下简称国家中医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启动以来，河南省已有65
个专科纳入该项目。广泛分布在
全省各地的国家中医重点专科，以
项目建设、专科建设为抓手，持续
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高中医临
床疗效，增强专科可持续发展能
力。

近日，记者接连探访了省内多
地的国家中医重点专科，实地了解
这些专科加强内涵建设、开展科技
创新、保障百姓就近便捷就医的方
方面面。

建强百姓家门口的重点
专科

4 月中旬，国家中风病防治协
同创新共同体在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以下简称东
直门医院洛阳医院）伊滨院区召开
学术年会，16位全国中风病防治领
域的专家“组团”为洛阳中医脑病

学科传经送宝。东直门医院洛阳
医院也借此机会，深入对接国家级
高水平医学平台，更好地满足洛阳
及周边百姓对优质中医医疗资源
的需求，减少跨区域异地就医。
这，只是洛阳市建强域内国家中医
重点专科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
脑病科在建设国家中医重点专科
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学科技术水平
和创新能力，获批1项河南省医学
科学计划联合共建项目科研课题、
完成 1 项洛阳市科学计划项目科
研课题结题，获批洛阳市中医脑病
重点实验室。在高标准建设国家
中医重点专科的基础上，东直门医
院洛阳医院正稳步推进国家中医
（脑病）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通过
引进平台、人才、技术、管理模式，
快速全面深度融合，高效推进与东
直门医院同质化发展。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显著提
升了我院乃至洛阳市的中医脑病

诊疗水平。我们已经从东直门医
院引进、推广了50项新技术、12项
中医特色技术，率先在豫西地区
开展了脑瘫患儿手术，并入选了
全国首批中医脑健康与认知障碍
防治示范中心试点建设单位。”东
直门医院洛阳医院执行院长曹俊
岭说。

据曹俊岭介绍，年内东直门医
院洛阳医院还计划建设高级卒中
中心、神经电生理室等，通过牵头
成立洛阳市中西医脑病疑难病会
诊中心、洛阳市中医脑病专科联盟
等，进一步加强与洛阳市域内基层
单位的交流和联系，方便百姓在家
门口就近便捷就医。

与洛阳市类似，安阳市在建设
国家中医重点专科的过程中，也选
择了建强专科、资源下沉、辐射周
边的路径。

这些年，安阳市中医院儿科、
肝胆脾胃科，先后获批国家中医重
点专科建设项目。随即，安阳市相

关部门对 2 个重点专科的建设给
予了大力支持，使得专科规模不断
壮大、专科设备得以更新升级、人
才队伍持续优化。

目前，该院儿科病区由1个增
加到 4 个，建设了 1 个全国名中医
工作室，创建了哮喘门诊、矮小门
诊、抽动障碍门诊 3 个特色门诊；
外用青黛治疗小儿口疮病、穴位
贴敷治疗新生儿黄疸、中药熏洗
治疗过敏性紫癜、儿童抽动障碍
的中药联合耳穴贴压治疗等新技
术在科室内广泛开展，风温肺热
病、紫癜病、肺炎喘嗽病、脑瘫病、
泄泻病成为专科治疗优势病种。

该院肝胆脾胃科对消化系统严重
影响健康的多发、疑难病种，如萎
缩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HP（幽
门螺杆菌）感染等疾病，进行了重
点攻关。其中，“滋胃化瘀汤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炎阴虚血瘀证的临
床研究”获得河南省中医药科技
成果奖一等奖，“口服中药联合中
药直肠滴入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临
床研究”获得河南省中医药科技
成果奖一等奖，“中西医结合治疗
HP 阳性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临床
研究”获得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
果奖三等奖等。

（下转第5版）

↑5 月 11 日，在由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承办的第 20 届北京·世界华人篮球赛上，参赛选手以球会友、增进健
康。此次共有 91 支国内外队伍 1115 名运动员参赛。南阳市卫生健康体育委通过举办群众喜欢的体育赛事活动，鼓
励支持更多的社会力量和群众参与体育活动，在全市营造出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助力南阳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

乔晓娜 张 鑫 谢 爽/摄

河南启动全民营养周暨河南启动全民营养周暨““55··2020””
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冯金灿

许冬冬）发布营养健康新技术成果，
解读常用疾病食养指南，推介常见
营养健康烹饪技法……5 月 12 日，
一系列主题鲜明、特色突出的宣传
活动，拉开了河南省 2024 年全民营
养周暨“5·20”中国学生营养日主题
宣传活动的序幕。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黄红霞、副主任李红乐，河南
省教育厅总督学杨光等参加活动启
动仪式。

当天在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
湖文化广场举行的启动仪式上，由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主
办，郑州市卫生健康委、郑东新区
管委会、医药卫生报社、河南省临
床营养师协会、河南省餐饮与住宿
行业协会、中原食品实验室等单位

承办，旨在倡导合理膳食理念，传
播“减油、增豆、加奶”核心信息和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普知识，引导
学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养成良好
饮食习惯，助力健康河南建设。郑
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工业
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河南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河南卫生健康干部
学院等院校派出学生方阵参加了
启动仪式。

在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原食品
实验室发布了营养健康领域、伴侣
动物领域的多项研究进展，河南省
临床营养师协会就几个慢性病食
养指南进行了精准解读。河南省
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向公众推介
了最大限度保留食物中的营养成
分，烹饪出少油、少盐、少糖，高蛋

白、高膳食纤维食物的科学烹饪技
法。

在活动现场，省会多家医疗机
构临床营养相关科室设置的营养
咨询台前、省内外食品生产企业
设置的企业产品展示台前，围满
了前来咨询健康饮食方式、品尝
健康烹调食品的大学生和市民。
郑州大学等院校的学生们还在现
场发出了“自觉践行文明、健康、
绿色、节约饮食习惯，树立正确的
食物观、健康观，做合理膳食的践
行者，做健康生活的守护人”的倡
议。

2024 年 5 月 12 日至 18 日是第
10 届全民营养周，5 月 20 日是第 35
届“5·20”中国学生营养日。在“奶
豆添营养，少油更健康”的传播主题

下，河南提出了“健康河南，营养先
行”的传播口号，并聚焦《中国居民
膳食指南（2022）》中的重点内容，展
开了系列主题宣传活动。

目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组织
开展的营养健康短视频征集活动，
围绕“合理膳食，均衡营养，远离疾
病”活动主题开展的作品征集，已
经完成。接下来，省卫生健康委将
组织开展营养宣传“五进”（进社
区、进校园、进餐厅、进企业、进超
市）活动，并将开展为期一周的系
列特色活动。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卫生
健康部门要紧密围绕宣传主题，深
入推进“合理膳食、健康消费”专题
科普宣传，积极传播“减油、增豆、
加奶”核心信息和中国居民膳食指

南科普知识，结合地方特点开发制
作图文、视频、广告等多种形式的
宣传材料，强化宣传合理膳食和食
养对防控疾病的重要价值，在实践
中指导各地持续提升营养健康食
堂、餐厅、学校建设质量，关注学
生、老年人等重点人群营养与健
康。各地、各单位要强化部门协
作，鼓励和引导专业机构、行业协
（学）会以及新闻媒体等多方力量，
发挥专家学者、营养指导人员、疾
病预防控制人员、医务人员等专业
和 行 业 队 伍 作 用 ，从 单 位 、社 区
（村）、学校、家庭和个人等不同层
面行动起来，开展丰富多彩、群众
互动性强的传播活动，形成“政府
积极主导、社会广泛参与、人人尽
责共享”的良好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