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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乔晓娜 通讯
员张贵彦）日前，记者从南阳全市
生物与医药产业工作推进会暨产
品产销对接会上获悉，南阳生物与
医药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龙头带
动、链群推进、产品研发力强、市场
覆盖面广的良好发展格局。

近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将其作
为全市17个产业链群之一重点打
造，先后编制了《南阳生物产业链
发展“十四五”行动方案》，出台了

《南阳市支持生物产业发展若干政
策》《南阳市生物产业补链强链延
链行动方案》，成立了南阳生物产
业联盟，组建了工作专班，构建了
链长、秘书长、盟长三级责任体系，
明确了产业主攻方向和具体措施。

产销对接对于企业的发展至
关重要，它既是一个平台，也是

一个机会。南阳市组织开展企
业产品产销对接会，促进南阳生
物医药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医
疗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充分发
挥各自的优势，提升资源配置效
率，打通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供需
对接，合力助推南阳生物医药产
业壮群强链，为全市医疗事业和
生物医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 新 的 动 能 ，实 现 企 业 发 展 壮
大、医院医疗水平提升、地方经
济发展三方共赢。

南阳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具备
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较为完整的
产业链条，有一批优质企业和“拳
头产品”。南阳是医圣张仲景故
里、医药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坐拥天然药库。南阳市建成了以
福森药业、度邦生物为主的福森医
药产业园，以启泰生物、普康恒旺

为重点的创新药物产业园，以君浩
化工、福来生物、尚特生物科技为
重点的桐柏医用中间体工业园和
南召台湾华扬龙生科技园，实现了
多点联动、协同发展；指导培育建
立了25家省级创新平台，建立了技
术研究中心等100余家市级创新平
台；以生物医药领域的技术需求为
重点，推进30余项优质项目获得省
级立项，组织实施市级以上生物医
药领域科技项目200余项；通过指
导生物医药领域企业科技项目研
发、创新平台建设、创新人才引育
等措施，推动2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
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50余家
生物医药企业成功备案为科技型
中小企业。南阳生物医药产业涵
盖生物制药、化学制药、医疗器械、
动保产业四大门类，现有生物医药
产业规上企业46家，其中主板上市

企业1家、新三板挂牌企业4家、省
定重点上市后备企业9家、小巨人
企业2家、专精特新企业15家。今
年前三季度，全市生物医药企业总
产值达36亿元。

南阳市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利用，优化医企双方发展环境，从
打通生产端与消费端的供需对接
和加速对接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
化方面不断突破。为了强化链式
思维，南阳市定期举办产销对接
会，搭建产品供需对接平台，拓展
市域内市场空间，加强产业合作，
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协作发
展；常态化开展“医保医企面对面”
活动，指导本地优势医药产品参加
国家、省级集中大量采购，扩大临
床覆盖面；建立医疗机构与本地医
药生产企业的信息共享平台，提高
采购效率；通过促进药品及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与医院等医疗机构的
沟通合作，实现产销的有效衔接，
形成产业链流通创新发展的良好
生态。

另外，南阳生物医药企业积
极应对挑战，不断强化科技创新，
积极寻求与医疗机构的合作发展
空间，努力将对接成果转化为推
动产业发展的实物增长量，持续
助力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全市各医疗机构转变观念、
主动出击，争取与企业寻找到更
多、更好的合作契合点，不仅实现
本土企业好产品能在医院使用，
还能在广泛领域开展“产、学、教、
研”全方位合作，聚焦关键技术突
破和新产品开发，不断提升企业
自主创新能力，打造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增强
市场竞争力。

南阳市全力做好
生物与医药产业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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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在周口市川汇区关帝
庙元丌堂，医务人员为群众检查身体。
11月2日~3日，周口市人民医院开展“百
医行”心脑血管义诊咨询活动，专家们

“一对一”为群众检查身体，进一步普及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知识，提高群众对心
脑血管危险因素的认识。

侯少飞 张欢欢/摄

以健康促和谐
以新颜换笑颜

——焦作市健康社区试点建设纪实

本报记者 张 琦 通讯员 高 寒

焦作市马村区和谐
家园社区曾经是焦作市
老旧社区的代表。经过
焦作市健康社区建设活
动，这里的老百姓感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每天清晨，在和谐家
园社区，很多老人利用适
老 化 健 身 设 施 锻 炼 身
体。在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尘肺病患者可以接受
免费康复治疗，前来问诊
的居民可以在健康驿站
浏览中医药科普知识。

“通过开展健康社区
建设，我们社区的基础设
施得到了改善，环境卫生
得到了提升，医疗服务得
到了优化，老百姓看到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享受到
了实实在在的福利。”11
月 5 日，焦作市马村区和
谐家园社区第一书记李
金平对记者这样说。

和谐家园社区是焦
作市最大的棚户拆迁改
造区，占地 477 亩（1 亩=
666.67平方米），住宅楼88
栋，社区居民 5500 余人，
其中 50 岁以上居民 2866
人、残疾人183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收治尘肺病
患者100多例，老年人、残
疾人、职业病患者占比较
高。多年来，因“三供一
业”产权移交遗留问题，
自身经费及发展动力不
足，和谐家园社区内部管
理失序，环境卫生脏乱，
基础设施破旧，经营秩序
混乱，群众健康需求强
烈。

如何从群众需求出
发、从提升基层健康治理
体系入手，真正让健康社
区在群众生产生活方面
发挥积极效应？自今年3
月份以来，焦作市爱国卫
生促进中心牵住“牛鼻
子”，啃下“硬骨头”，将和
谐家园社区作为焦作市

首个健康社区建设试点，
纳入市政府重点工作清
单。

焦作市发挥爱国卫
生运动优势，整合资源力
量，联合多部门共同发
力，实现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和谐家园社区通过
进驻暖气改造工程、修缮
停车棚、安装适老化健身
设施、改造无障碍设施、
打造“老年食堂+日间照
料中心”助餐模式等，提
升居民舒适度和幸福感。

焦作市为提升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质量，组织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上门为高龄、失能、
行动不便等人群提供家
庭病床、巡诊等医疗服
务；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及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健
康驿站及健康小屋，广泛
开展中医药宣传及疾病
防控科普，定期组织开展
义诊等服务，提升公共卫
生服务水平，提高群众健
康意识。

此外，焦作市还激发
社区群众自身动力，开展
社区环境卫生集中整治
与群众大扫除相结合的
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对公
共区域的杂草、垃圾进行
清理，开展全面病媒生物
消杀，动员群众清理房前
屋后垃圾杂物；加强“信
用+健康社区”建设，将信
用积分与群众志愿服务
相挂钩，让群众自觉成为
社区环境的维护者、社区
秩序的守护者、社区建设
的受益者。

如今，走进马村区和
谐家园社区，脏乱差的社
区环境已然不见。焦作
市以健康社区建设为契
机，各类健康问题突出的
老旧社区在焦作市健康
社区试点建设实践中不
断升级改造。

医疗和疾控机构
后勤安全生产工作管理指南（2023年版）

（节选）
第5部分 给水排水系统安全

管理指南
7.3 应急技术措施
7.3.1 应结合本单位给水排

水处理设备和系统的特点，制订
应急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7.3.2 给水排水系统应急预
案应包括停电应急预案、爆管抢
修应急预案、设备故障停机应急
预案、医疗废水泄漏扩散应急预
案、污水排放不达标应急预案
等。

7.3.3 应急预案应每年至少
演练2次，详细记录演练过程，发
现问题应及时改进，并再次进行
应急演练。

7.3.4 应急事件发生后，应对
其进行后续评估，并立即采取适
当措施以防止再发生。

7.3.5 应急预案应包括以下
内容：

7.3.5.1 应急组织架构、成员
及各自的职责。

7.3.5.2 应急处置启动条件及
授权人。

7.3.5.3 应急处理流程。
7.3.5.4 通信联络方式。
7.3.5.5 应急物资和存放地

点。
7.3.5.6 事故处理的善后措

施。
7.3.6 应急演练记录应包括

以下内容：
7.3.6.1 应急演练时间、地点、

参加人员。
7.3.6.2 应急演练的过程。
7.3.6.3 应急演练现场照片或

录像。

7.3.6.4 应急演练的效果评
估。

7.3.6.5 针对演练评估出现的
问题，提出的改进建议。

7.3.7 应急物资管理应包括
以下内容：

7.3.7.1 应急物资应由专人保
管。

7.3.7.2 应急物资应有目录清
单。

7.3.7.3 应急物资应定期检
查、签字。

7.3.7.4 应急物资的使用记
录。

7.3.8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以
下简称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
者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
以下等级：

7.3.8.1 特别重大事故，是指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
以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
同），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7.3.8.2 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
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
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7.3.8.3 较大事故，是指造成3

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
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
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7.3.8.4 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
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
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的事故。

7.3.9 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
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事故
不得迟报、漏报、谎报或者瞒报。

第6部分 电梯系统安全管理
指南

4 管理要求
4.1 人员管理
4.1.1 使用 30 台及以上电梯

的，应当设置电梯安全管理机
构，配备相应的安全管理人员和
作业人员，逐台落实安全责任
人。

4.1.2 电梯安全管理人员应
持有《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
人员证》，即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A）。

4.1.3 电梯维修和维护保养

作业人员应持有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和作业人员证，即电梯作业（电
梯修理 T）。

4.1.4 建立人员管理台账，开
展安全培训教育，保存人员培训
记录。

4.1.5 对电梯作业人员情况
进行检查，及时纠正违章作业行
为。

4.2 制度管理
4.2.1 安全管理制度
a） 安全管理机构和相关人

员岗位职责；
b） 经常性维护保养、定期自

行检查和有关记录制度；
c） 使用登记、定期检验管理

制度；
d）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e） 安全管理人员与作业人

员管理和培训制度；
f） 设备采购、安装、改造、修

理、报废等管理制度；
g）应急救援管理制度；
h）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i）电梯钥匙使用管理制度。
（内容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提供）

医院能源托管服务模式下的智慧管理运营
□王正勋 侯林峰 刘 攀

“怎么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
降低后勤运营成本……”

“怎样高标准达到国家节能减
排标准……”

“怎样更好、更系统地保证医
院用电、用水、用气安全……”

11月2日，在济源示范区举办
的全省医院能源托管服务模式下
智慧管理运营培训班上，来自河南

省内（及周边省市）相关医院管理
者、后勤、基建、信息、保卫等部门
负责人齐聚一堂，就医院能源托
管、后期智慧化管理等问题进行了
学习和经验交流。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我国医
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
众对就医舒适度的需求持续增
加，对医院的能源管理模式提出

更高要求。济源示范区卫生健康
系统面对这个新形势，主动躬身
入局，以济源市人民医院为试点，
就如何提升医疗机构后勤管理的
智慧化、精细化、专业化进行了积
极探索。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济源市人民医院先后实施了
中央空调群控系统、供暖系统、综
合监控系统等节能技术措施与软

件系统部署，完成了医院智慧管
理运营中心的建设，建立了系统
化、科学化、规范化、智慧化的医
院后勤保障服务中心。目前，济
源市人民医院能源安全、管理提
升、节能考核等各项指标均高标
准达标，医院用电、用水、暖通等
后勤保障得到了有效增强，为医
院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

作用。
“医院后勤管理是个庞大而且

十分重要的工作，医院后勤管理的
智慧化、科学化运营是一个迫在眉
睫的问题。这么多同行在一起交
流经验，不同的后勤管理模式互相
碰撞，对每个医院的后勤管理模式
探索都非常有益。”一位来参加培
训的工作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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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是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急
诊科医生郭帆爱人的生日。当天，
郭帆下夜班后，到医院附近的一家
蛋糕店取前一天预订的生日蛋糕。

到蛋糕店门口时，郭帆发现店
门还没开，看看时间还早，就想着
先给店主打电话问问多久能取蛋
糕。第一个电话打通了，但是店主
说话像是喝多了，含糊不清，然后
就挂断了。郭帆继续拨打电话，对
方要么不接，要么接了，但是听不
清说了什么。根据多年的急诊科
工作经验，郭帆觉得不正常。在打
了20多个电话后，郭帆对他说：“你
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如果能听懂，
请哼一声。”对方哼了一声。郭帆
又问：“你是不是需要我帮你拨打
120。”对方又哼两声，然后电话又
断了，就再也打不通了。

郭帆没敢犹豫，立刻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但是又没法确定店
主的位置。郭帆挂了急救电话又
拨打了110，在警察的提醒下，到旁
边店询问店主的信息，最终确认了
店主平常住在店里，并找到了店主
妹妹的联系方式。

郭帆和店主妹妹联系上后，对
方同意立刻砸门。郭帆和群众一
起把门弄开后发现，男子躺在床
下，不能活动，有意识，但是处于失
语状态，不知道发病多久了。急救
车到了以后，郭帆协助120急救人
员把店主抬到了急救车上。

10月26日，蛋糕店店主爱人到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找
到郭帆。本来店主也要来，但是由
于还没完全康复就委托爱人过来
表达感谢。店主爱人见到郭帆后，
很激动：“如果不是郭医生，我们家
的天就塌了。”

郭帆说：“回去给我爱人说起
这件事的经过，她也觉得这个生日很有意义，给了另一
个家庭新生。”

凡人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