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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的诊断与治疗 3 版

聚焦“四高四争先”紧扣“五个高地”建设

河南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刘 旸 通讯

员张艺腾）记者 3 月 7 日从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中医药管
理局）获悉，2025 年，河南中医药
工作将聚焦“四高四争先”，紧扣

“五个高地”（中医药科技创新高
地、医疗服务高地、产业发展高
地、人才聚集高地、文化传承高
地）建设，以中医药强省建设为
目标，深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
重大工程，加快推动中医药高质
量发展。

其中，在紧扣核心任务、筑
牢中医药发展保障基石方面，
河 南 将 加 快 推 进 重 大 项 目 建
设，持续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建
设，序时推进中医类省级医学
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强力
推进 7 个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
院建设。

在完善发展机制，围绕重点

深化中医药改革方面，河南将中
医药融入省“十五五”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规划、医疗服务体系规划。
推进医防融合和支付改革，深化
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
弯中医药干预试点，探索骨健
康、脑健康、眼健康中医药特色
诊疗防治工作，遴选适宜按病种
付费的中医优势病种，探索中医
日间病房按病种付费。推进改
革示范试点项目，确保郑州市国
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
点项目通过国家评审验收，推进
南阳市、许昌市、周口市国家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
支持南阳市打造全省中医药文
化传承发展中心。探索推进智
慧中医诊疗、中药药事服务和管
理，推进人工智能与中医药服务
等深度融合。

在科技创新驱动，全面推进
中医药传承创新方面，河南将全
力推进省中医药科学院和国家
医学中心融合发展和科研业务
建设，支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心业务建设，提升首批 40 家
河南省中医药重点实验室科研
承载能力。持续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
施 15 项 局 、省 共 建 项 目 ，实 施
100 项以上省中医药科研专项和
200 项以上行业联合共建课题
等。

在发挥中医药优势，提升中
医药服务能力方面，河南将围绕
建成区域内中西医并重的融合
中心等十大中心功能定位，有序
推进国家医学中心（中医类）业
务建设，有效推进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精准引领 53 个国家中
医优势专科、40 个省级中医“高
水平专科”建设，序时推进省级
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县级
中医医院高质量建设，布局中医
优势专科集群、专科联盟。增强
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实施县域
中医药“三中心”（中医诊疗指导
中心、智慧共享中药服务中心、
中医药适宜技术推广中心）项目
建设与能力评价，进一步扩大中

医馆、中医阁建设覆盖面；积极
参与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
市（县）创建。深化中西医协同
发展，以“便民就医强能力”系列
举措中“提升中西医协同能力”
为小切口，加快推动中西医协同
发展，提高临床疗效、医疗质量
和管理绩效；深化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旗舰”科室建设，
推进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
协作项目。

在推进整体提升，全面加强
中医药人才培养方面，河南将加
强高层次中医药人才培养，深化
岐黄学者培养，强化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团队、国家中医药高水
平重点学科以及省级中医药重
点学科建设；新遴选一批全国优
秀中医临床人才、青年岐黄学者
和省中医药拔尖人才项目培养
对象，新建设一批全国名老中医
药专家、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
家、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持
续开展中医类别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和大学生村医培养，培训
中医馆骨干人才 325 名、中医全
科转岗医师300名。

在发挥资源优势，加快中医
药产业发展方面，河南将加强中
药资源保护利用，研究编制全省
中药资源保护和发展规划，遴选

一批豫产道地药材种植养殖示
范基地。推进中药制剂研发、科
研成果转化与中药产业升级，加
快推进经典名方、医疗机构制剂
向中药新药转化，推广中医药

“一城一药一产”模式，推进豫产
道地药材在药、食、用等方面的
产业培育等。

在助力群众健康，大力弘扬
中医药文化方面，河南将深入挖
掘凝练以张仲景文化为核心、涵
盖洛阳正骨文化、怀药文化、大
宋中医药文化的河南中医药文
化内涵；讲好“中医药故事”，支
持中医药文化科普产品和作品
开发创作。支持有条件的地方
设立中医药博物馆、展览馆和服
务体验区；争创 1 个~2 个全国中
医药文化宣教基地，谋划建设省
中医药博物馆，加快建设南阳医
圣文化园。实施中医药文化弘
扬工程，开展中医药文化服务
月、市集等活动，实施中医药文
化“三进”（进机关、进社区、进校
园）行动。依托河南中医医疗资
源、中药材资源、历史文化资源，
推 出 一 批 中 医 药 文 旅 融 合 产
品。加强张仲景博物院国家中
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持
续提升中医药的国际认可度和
影响力。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药品供应保障关系群众健
康，2025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从使用端发力，扎实推
进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权
益。

2025 年，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发挥各级联动机制作
用，健全常态会商制度，联合各单位做到监测信息月度
互通、阶段进展定期交流、紧急事项随时会商，扎实推进
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该委以国家和省清单药品为
抓手和突破口，努力实现生产、配送、价格、使用等监测
数据联通共享，重点推进生产储备、停产报告、价格异

常、流通库存等监测预警。完善短缺药品分级应对管理
措施，做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短缺药品上报及地方核实
应对工作，协调各方力量及时应对处置药品供应问题，
切实保障群众用药。

省卫生健康委持续动态调整省级短缺药品清单和
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对清单内药品供应情况采取
重点监测。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各单位加强对国家
和省短缺药品清单、易短缺药品重点监测清单内药品在
公立医疗机构的供应使用情况进行评价分析；结合历年
药品使用监测用量和季节用药需求，及早研判发现苗头
性短缺风险，提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药品供应保障能
力，确保应急药品保障有序有力；对于信息不对称、配送
不到位造成的短缺，加强供需对接、协商调剂；对于价格
上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短缺，及时向有关部门预警，组
织调查核实情况，推动完善政策；指导各级医疗机构合
理设置易短缺药品库存警戒线，尤其要加大急（抢）救药
品供应力度。

河南扎实推进
短缺药品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
讯员樊晓阁 王建坡）3月6日，
河南省洛阳市、郑州市、许昌
市、平顶山市4市的疾病预防控
制局、农业农村局在洛阳市签
订《河南省黑热病区域联防联
控工作协议》，首次在市域启动
跨区域、跨行业、多部门黑热病
联控联防运行机制，共同推动
全省黑热病防控工作共商、共
管、共治。

黑热病又名内脏利什曼
病，是由利什曼原虫引起、经白
蛉传播的地方性传染病。根据
传染源不同，黑热病一般分为
人 源 型、犬 源 型 和 自 然 疫 源
型。河南省目前主要流行的是
犬源型黑热病。雌性白蛉多嗜
吸人和哺乳动物的血，通常栖
息于室内外阴暗、潮湿、避风的
场所（屋角、墙缝、畜舍、桥洞
等），5 月~9 月为白蛉的活动季
节，6月~7月是活动高峰期。黑
热病临床上以长期不规则发
热，脾、肝、淋巴结肿大和全血
细胞减少性贫血为主要表现，
若不及时治疗，大多数患者会
在1年~2年内合并其他疾病而
死亡。

洛阳市、郑州市、平顶山市
和许昌市4市位置相邻、地貌相
似，相邻县区人员交流多，传播
媒介白蛉、犬只的流动频繁，黑
热病疫情存在一定关联性。前
期，4 市充分沟通交流，加强协
同防控，探索性采取一系列综
合干预措施，实施疫情同防同
控。为进一步强化区域联防部
门联控，4 市疾病预防控制局、
农业农村局决定建立黑热病区
域联防联控机制，并举行签约
仪式。签约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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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万申代表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局将河南省黑热病区域联防联控会旗与会杯授予首
次轮值市洛阳市。4市分别作2024年黑热病防控工作专
题汇报，林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荥阳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等分享经验做法，相互交流借鉴，共同商定
黑热病区域联防联控年度工作计划，明确任务分工、时
间节点以及黑热病联防联控年度工作重点。此次4市的
签约，也标志着河南省跨地区、跨行业、多部门的黑热病
联防联控机制在去年荥阳市和修武县试点探索的基础
上，正式推广应用并进入常态化运行阶段。

根据协议，4市以提高黑热病防控效能，实现早期发
现、快速应对、有效控制为目标，将加强市域间黑热病防
治工作的多部门协作、上下联动、信息共享、资源调配和
技术交流，在媒介监测、犬只调查、疫情通报、疫点处置、
会商研判、主动干预等方面形成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
化的工作机制，同时规定了跨区域联防联控组织架构，
要求定期编制黑热病工作简讯，创新和完善多部门合
作，加强培训、宣传和哨点医院人群监测等工作，并明确
了各部门的工作职责与任务。

针对人畜共患病综合治理和黑热病联防联控工
作，郭万申说，全省疾控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
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
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的重要
论述精神，要充分认识到黑热病等人畜共患病的严
重危害，深刻理解黑热病区域联防联控的意义和作
用，深入分析、全面梳理问题短板，完善机制、努力
提升防控效能，优化策略、推动措施落实落细。他
强调，区域化治理是国家战略框架中应对系统性
挑战的重要手段，河南省的区域联防联控工作要积极
融入国家战略框架，同时在政策、技术、机制层面持续
创新，以实现更高效的系统性协同。4 市要在荥阳市
和修武县黑热病区域联防联控试点的基础上，继承和
发扬疟疾、布病等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宝贵经验，抓
重点、攻难点、多方联动，建立好、运用好跨区域和跨
行业的黑热病联防联控机制，积极探索黑热病、狂犬
病等“一样多检、多病同防、多病共管”工作模式，构筑
牢固的防疾病、保健康屏障，在“四高四争先”中作出新
的贡献。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 通
讯员张晓华）近日，一篇由河南
省人民医院眼科医患共同撰写
的叙事医学文章，在国际顶级医
学期刊《美国医学会内科杂志》
的官网上发表。文章采取故事
讲述的方式，将抽象的统计和科
学证据转化为现实案例，有助于
政策制定者和患者作出决策，为
全球圆锥角膜临床、科研工作带
来更多的人文思索。

这篇名为《Feel Your Way
Forward》（《感受前行的路》）的文
章，讲述了一名来自农村的圆锥
角膜少年患者的亲身经历，通过
曲折生动的故事，深度关注疾病
对患者生活、心理和经济的影
响，探讨如何更好地给年轻的圆
锥角膜患者提供支持。文章的
第一作者苏家辉，不仅是一名圆
锥角膜患者，还是一名大四的医
学生；第二作者杨凯丽、通讯作
者任胜卫，均是河南省人民医院
的眼科医生。

圆锥角膜是一种罕见的疾
病，好发于青春期，病因和发病
机制尚不明确，诊断标准和治疗
方式也不统一。患者的角膜不
断变薄并突出，视力受损，目前
没有治愈方法，除非在视力严重
丧失后进行角膜移植。

因不堪疾病的折磨，2021年
6月16日，苏家辉来到河南省立
眼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眼
科）就诊。当时，角膜及眼表病
中心主任、河南省卫生健康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任胜卫为苏家
辉进行了角膜交联术，以阻止
或延缓角膜扩张的进展。任胜
卫、杨凯丽等专家团队，以丰富
的临床经验、充满关怀的专业
沟通，缓解了苏家辉的恐惧，为
他注入了信心与勇气。自 2018
年成立国内首个圆锥角膜专病
门诊以来，任胜卫团队专注于
为圆锥角膜患者提供个性化诊
疗方案，并构建了全球最大的
单中心圆锥角膜临床数据库和
生物样本库。

为让其他病友获得更多帮
助，在任胜卫、杨凯丽的帮助
下，苏家辉以自己的就诊治疗

经历为题材，与医生团队共同撰写、反复修改，最终形
成这篇有影响力的叙事医学文章。据文章发表期刊编
辑部介绍，在医学和科学领域，故事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它有助于医生在临床经验中学习，为患者提供个
性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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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态度可好，还教了我防病健身的方法……”3 月9 日上午，在焦作市解放区上白作街道小庄村里，接受
完医生查体后，王女士还领到了常用药物、科普宣传资料和小礼品等。为关爱女性健康，提升辖区居民健康意
识，解放区上白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家庭医生团队深入小庄村、狮涧村，为妇女朋友提供义诊服务，将优
质医疗资源带到百姓家门口。在活动现场，妇科专家耐心细致地为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妇女解答疑惑，提供专
业的诊疗建议；医务人员熟练地为村民进行骨密度筛查、血糖血压检测、妇科彩超检查以及乙肝表面抗原抗体
检测。

王正勋 侯林峰 吉丹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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