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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四 己亥年七月十五

全省中医住培学员
计划补录57人

河南医生获“林巧稚奖”

河南启动卓越医生培养2.0计划
建成20个左右一流医学专业

当医生不能光靠检查
——河南省医学会名医名家“走基层·送健康”健康扶贫系列活动走进虞城县

本报记者 许冬冬 通讯员 谢宗阳 姬 崑 王志龙 文/图

本报讯 （记者常 娟）医
学人才培养迎来变革。8月13
日，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获悉，省教育厅、省卫生
健康委、省中医管理局联合下
发《关于实施“卓越医生教育
培养计划2.0”的指导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全覆盖
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一流医
学专业，全类型推进医学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全方位推进医
教协同育人等，着力培养大批
卓越医学人才。

《意见》的目标为经过5年
努力，全面建立以“5+3”（5 年
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 年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
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为主体、以“3+2”（3 年临床医
学专科教育+2 年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为补充的医学人才培
养体系。

为 实 现 上 述 目 标 ，《意
见》提出加快建成 20 个左右
的一流医学专业。推动医科
与工科、理科等多学科交叉
融通，前瞻性布局新兴医学
或医学相关专业建设。加快
医学教育由“以疾病治疗为
中 心 ”向“ 以 促 进 健 康 为 中
心”转变，构建覆盖诊疗全过
程 的 临 床 实 践 教 学 基 地 体

系，培育建设 20 个左右省级
临床教学培训示范中心、20
个左右省级全科医学实践教
学示范基地等。

《意见》对提高医学生生
源质量进行了详细部署，提出
调 整 医 学 专 业 学 历 教 育 结
构。同时，深化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严格控制医学院校本
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单点招生
规模，逐步减少专升本临床医
学类专业招生数量，到 2020
年，“5+3”模式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原则上从全日制5年
本科毕业生中招收。

为主动应对国际医学竞

争，瞄准医学科技发展前沿，
对接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
能医学等新理念，《意见》提出
深化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
改革，深入推进八年制医学
（九年制中医学）教育改革。
大力促进医学与理科、工科等
多学科交叉融通，开展“医学+
X”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培
养改革试点，培养多学科背景
的复合型高层次医学人才。

此外，《意见》还提出加
快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医学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把推进

“互联网+医学教育”“互联
网+健康医疗”“人工智能+

健康医疗”等医学领域最新
知识、最新技术、最新方法更
新到教学内容中，让学生紧
跟医学最新发展。用新技术
共 建 共 享 优 质 医 学 教 育 资
源，培育建设 50 个左右医学
省 级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教 学 项
目、50 门左右医学线上线下
精品课程，广泛开展混合式
教学和在线教育，实现教育
教学质量的“变轨超车”，并
对全面加强德医双修的素质
能力培养、全维度打造医德
高能力强的教师队伍、全过
程培育医学教育质量文化等
做了具体安排。

本报讯（记者刘 旸）8月12日，
在郏县召开的全省妇幼健康试点工
作现场培训会明确，将在全省范围内
推广基层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和生育
全程妇幼健康服务体系（以下简称

“两个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经验，进
一步探索符合河南实际的长效工作
机制和具体实施路径。“两个体系”建
设作为河南妇幼健康工作的方法创
新，也获得了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肯
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谢李广参加会议并讲话。

2017 年，《河南省妇幼健康服务

能力提升计划》纳入全省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点任务加快推进，打造县、乡、
村三级妇幼健康服务体系，提升服务
能力，成为妇幼健康工作重点。同
时，如何利用生育全程服务这个载
体，为群众提供规范、高效、优质服
务，切实提高出生缺陷防治能力，也
为妇幼健康提出了新课题。基于此，
河南省于 2018 年 6 月分别在 7 个县
（市、区）启动实施了“两个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全省试
点地区县级妇幼健康三级网络不断
完善，实现了“强龙头”，强化了县级
妇幼保健院在县域内的妇幼保健工
作龙头作用，完成了县级妇幼保健机
构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资源
整合；实现了“稳枢纽”，通过向乡镇
卫生院派遣带教老师及保健专家、安
排乡镇卫生院有关人员进修学习、县
乡两级科室共建等形式提高妇幼保
健人员的数量和业务能力，乡镇卫生
院妇幼保健人员数量基本达到全省
标准化建设要求（每 1 万人口至少 1
名）；实现了“筑网底”，强化了村级妇
幼保健员集中培训和统一管理，实现
村村都有妇幼保健员，并为村级妇幼
保健员配备访视包等。

与此同时，试点地区妇幼健康服
务良性工作机制逐步建立，进一步明
确了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业务部
门设置标准、人员配备标准、房屋设
备标准、职责任务，梳理出了核心工
作制度；逐步建立了县管乡、乡管村，
危重患者向上转、康复患者向下走，
钱随事走、依据考核发放等机制，妇
幼健康服务体系实现整合性发展；生
育全程妇幼健康服务模式初步形成，
试点地区县、乡、村三级妇幼保健队
伍体系更加牢固，生育全程中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省免费筛查民生实
事项目、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

相关政策措施有效衔接，婚前保健、
孕前保健（含叶酸补服）、母子健康手
册、产前检查、产前筛查与诊断、住院
分娩、产后访视、艾滋病乙肝梅毒母
婴阻断、儿童健康管理、预防接种、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内容有效整合，覆
盖率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资金使用
效率显著提高。

通过试点工作的开展，试点地区
综合早孕建册率、孕产妇健康管理
率、6 岁以下儿童管理率、产后访视
率、新生儿访视率平均提升3~6个百
分点；以母子健康手册等为依托优化
服务流程，探索主动、连续、便民、优
质的服务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儿
童享受较为广泛和全面的健康管理。

会议明确，下一阶段，全省妇幼
健康体系将通过分批试点、持续推广
的方式，全面推广“两个体系”建设试
点经验，在原有14个试点县（市、区）
持续提升的基础上，每个省辖市至少
再分别选定1个县（市、区）作为新试
点地区进行经验推广，省直管县（市）
要结合实际，至少在辖区内开展1项
试点工作；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持续
推广试点过程中形成的定期互访现
场交流的工作方式。

谢李广说，把重点、难点工作当
作研究课题，选择不同基础条件的试
点县（市、区），以同级妇幼保健院为
主体，市、县行政管理部门参与，省、
市级专家全程指导，试点地区定期互
访交流，以“组团”的方式进行研究探
索，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模式，
是河南妇幼健康工作在工作方法上
的创新，这一做法也得到了国家卫生
健康委的肯定。下一步，河南将继续
运用这一工作方法，在持续推广“两
个体系”建设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启
动实施妇幼健康服务机构融入县域
医改和中医药妇幼适宜技术推广两
个试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索晓灿）8月12日，
2019 年全省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补录计划公布，计划补录57人。调
剂补录时间为8月12~20日，8月底前
完成新招住院医师报到工作并组织
开展培训。

此次计划补录的57人中，本科及
以上学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
医）人员4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医全科）人员 10
人，专科起点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人员
6 人，将分别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洛阳市第一中医院、洛阳
市第二中医院、漯河市中医院、濮阳
市中医医院、周口市中医院、南阳市
中医院等7个培训基地进行培训。

此次招录对象包括中医学类专
业（含中西医结合类专业）专科、本科
及以上学历人员。其中，本科及以上
学历的培训对象包括培训基地自有
人员、单位委派人员、面向社会招收
人员。已从事中医临床医疗工作并

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需要接受培
训的人员，也可以参加本次招录报
名。专科层次中医学类专业毕业生，
须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本科及以上学历培训对象的培
训年限一般为3年；已具有中医学类、
中西医结合类相应专业学位研究生
学历的人员和已从事中医临床医疗
工作的医师参加培训，由培训基地根
据临床经历和诊疗能力确定接受培
训的具体时间和内容，但原则上专业
硕士不少于 2 年，专业博士不少于 1
年。专科层次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时
间为2年。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
来自贫困地区或县级及以下医疗机
构的招录对象；确有需要的情况下，
培训基地可向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申
请增加招收名额。

在读中医学类非专业型硕士、已
获得省级及以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证书及3年内有考研计划的人员，
不在本次招录范围。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周二
彬）9月8~16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将在郑州举行。届时，将有
数十万参赛运动员和观众来郑州参与此次
盛会。那么，此次盛会的医疗卫生保障做
好准备了吗？8 月 13 日，郑州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组织驻郑医疗卫生单位（含省直医
疗机构）召开此次运动会医疗卫生保障工
作誓师大会，吹响了此次盛会医疗卫生保
障工作的冲锋号。

在誓师大会上，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对此次运动会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工作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要求各参与
单位正确面对医疗卫生保障工作任务重、
压力大、面多线广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务
必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医疗卫生保障
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树立一盘
棋思想，精心筹备组织，优质高效保障，进
一步完善保障方案，定员定岗定职责，人
人都做明白人，打造一支技术好、素质高、
讲政治、顾大局的医疗卫生保障队伍；开
展综合素质业务技术培训和应急演练，确
保人人懂礼仪、会沟通、能办事，重点做好
活动现场、接待宾馆、比赛场馆等区域医
疗卫生保障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
制工作，准备必要的药品和物资，及时发
现和解决问题，确保措施落到实处。

誓师大会结束后，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员会还组织专家就此次运动会医疗卫生保
障工作中相关医疗沟通与礼仪、民族政策、
民族风俗，常见急症现场急救、常见传染病
防控、医疗保障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对参与
保障工作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

本报讯 （记者刘 旸）近日，河
南、青海两省妇幼保健协会，在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共 同 签 订“ 健 康 手 拉
手”妇幼健康精准结对帮扶共建协
议，明确河南省的 5 家妇幼保健机
构对口支援青海省的妇幼保健院，
开展省际妇幼健康领域的结对帮
扶。

依据协议，河南省妇幼保健院对
口支援青海省妇幼保健院，荥阳市妇
幼保健院对口支援青海省海西州妇
幼保健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对口支
援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妇幼保健院，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对口支援青海省
海东市互助县妇幼保健院，濮阳市妇
幼保健院对口支援青海省海东市循
化县妇幼保健院。

在结对帮扶过程中，结对双方将
携手深入实施健康中国妇幼健康促
进行动，进一步加强部门间、机构间
的深度交流学习，在青海省的妇幼健
康服务薄弱地区推广河南省妇幼健
康工作的经验做法；按照补短板、强
弱项、提能力的目标，持续推动青海
省妇幼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
升妇女儿童健康水平。

本报讯 （记者尚慧彬 通讯员
曹 咏）8月13日，记者从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获悉，日前由中国医师协
会、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
（COGA）主办的“2019中国妇产科医
师大会”在南京召开。此次大会举行
了第八届“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
颁奖仪式，该院史惠蓉教授受表彰，
全国共有21位医师获此殊荣。

“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以
我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教授的名
字命名，是国内妇产科领域的最高
荣誉。该奖项从全国 20 余万妇产科
医生中推选产生，旨在奖励为中国
妇产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医学工
作者。

史惠蓉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原妇产科主任、医学博士、博士生
导师、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颁
发的特殊津贴。从医40多年来，史惠

蓉辛勤耕耘在妇产科医疗、教学、科
研工作第一线，不仅完成了从一名小
医生到德艺双馨的国内知名专家的
身份转变，还带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妇产科从一个弱小科室快速发
展为全省领先、国内先进。

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史惠蓉年
诊治患者量连年保持全省领先；作为
河南省妇产科学术带头人，史惠蓉在
工作中不断对临床诊疗方法和手术方
式进行改良，开拓创新，取得了丰硕成
果。同时，史惠蓉还潜心科研，取得了
诸多成果，尤其是在卵巢癌基础研究
方面成绩显著。作为第一完成人，她
先后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5
项、河南省医学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2
项，出版著作9部，承担科研课题20余
项，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作为科主
任，她在学科建设、新技术引进、人才
培养等方面均取得了跨越式进展。

“喂，老公，豆豆呢？”“在上
课。”“别上啦！快点儿把孩子
带过来，我在县医院呢！郑州
的专家来虞城县啦！排队的人
很多，快点儿过来吧！”程女士
来县城办事时听说省城专家来
义诊，赶紧通知家人过来。

8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
河南省医学会名医名家“走基
层·送健康”健康扶贫系列活动
在虞城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举
行（如上图），河南省扶贫办、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
医学会、河南省医师协会、商丘
市和虞城县的相关领导出席开
幕式并讲话。来自省内多家医

院的 30 余位专家为当地群众
义诊并举办学术讲座。

一场欢快的义诊
在义诊现场，专家或者拿

着摇摇乐，或者胸前挂着卡通
玩偶等逗娃“神器”。

“我感觉这个孩子没大问
题。您要多给他说说话，多逗
逗他，多为他翻翻身，放到一边
让他看到东西。孩子运动方面
也挺好的，没有肌张力问题，不
要紧。”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以下简称郑大三附院）儿童康
复科主任朱登纳告诉患儿的妈
妈。

这位妈妈来自虞城县城郊

乡，儿子5个多月大，8月10日早
上7点多从床上掉下来了，头上
摔了一个大包。她害怕影响孩
子神经发育，一大早就从乡下
赶来。听说省城大医院的儿科
专家来了，她就让专家给儿子
检查，得知没问题后才放心。

一位细心的专家
郑大三附院儿内科大科主

任兼小儿神经科主任贾天明面
前也排起了长队。

果果是来自虞城县刘寨乡
后侯村的一名患儿，5个月零4
天，出生时孕周不到 37 周。8
月10日凌晨3点突发抽搐，口吐
白沫、意识不清，被紧急送往虞
城县人民医院，已经住院4天。
听说专家来义诊，主管医生带
着果果和其家长来找贾天明。

贾天明边询问边抱起果
果，拿着自己的胸卡（下面吊着
一个蓝色的卡通玩偶）左右移
动，不停地逗他，观察他的眼神
和注意力，还把玩偶放到患儿
的手里让他握住，接着让他躺
下，拉拉他的小手，活动一下四
肢，再翻身拍拍他的背，又让他
抬抬头，为其检查完之后又看
了家长带来的片子。

“初步判断孩子抽搐的原
因是癫痫发作，孩子反应灵敏，
会笑，神经发育没太大问题，应

该属于良性的癫痫，可以治疗，
回头可以到我们医院做一个24
小时动态脑电图。”贾天明说
完，立即给患儿的母亲写下了
一个电话号码。

“癫痫诊断和治疗比较复
杂和困难，有一个 2~5 年的管
理过程，至少有一个综合征，总
共不下50种，每一种治疗效果
差别很大、很复杂，有些专业人
员一辈子都分不清楚是哪一
种。分类是用药的前提，市、县
以下基层医院神经内科专家很
少能判断准确，需要综合症状、
认知、影像、脑电图、类型等，医
生不能光靠检查。”贾天明说。

一个“迟到”的患儿
中午，一对老年夫妇带着

一个7岁左右的男孩子来到门
诊大厅询问义诊的事。当时
义诊已经结束，虞城县人民医
院妇产科副主任李伟丽看到
后立即帮忙联系儿科专家，并
让同事带着他们去找，最终见
到了贾天明。贾天明询问后
得知他们是虞城县田庙乡的
贫困户，两位老人是孩子的爷
爷奶奶。

据了解，孩子的妈妈生他
时因难产去世，剖宫产才保住
孩子的命，但是因为长时间缺
氧造成脑瘫；爸爸外出打工，孩

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贾天明为这个“迟到”的孩

子检查后说，孩子智力没问题，
只是有点儿语言障碍、手运动
障碍，好好照顾即可正常上学。

“今天俺带孙子来晚了还
能见到大专家，也不用挂号，真
是减轻俺的负担啦！这样俺也
不用去郑州看病了，关键是去
了郑州也不一定能挂上大专家
的号啊！”临走时，孩子的爷爷
高兴地说。

与此同时，由郑大三附院
院长张小安、河南省医学会围
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崔世红和
河南省医师协会麻醉学分会会
长姜丽华等人在虞城县人民医
院、虞城县妇幼保健院、虞城县
中医院开展学术讲座。

据悉，本次专家团队8月9
日在虞城县杜集镇卫生院和利
民卫生院同时开展基层帮扶和
义诊活动。在两天内，全县医
疗机构共有600余位医务人员
来到现场学习，专家们为 1000
余名患者进行了义诊。

8月9日清晨，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000余名职工合唱《我和我的祖国》。这是该院“医心向
党 医声嘹亮”系列活动之一，同时也是该院医务人员以此迎接8月19日的第二个“中国医师节”。

宋仲翀/摄

河南妇幼健康试点工作成效显著
“两个体系”建设将在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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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青两地签订妇幼健康
精准结对帮扶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