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在孟州市人民广场，医务人员为群
众讲解健康科普知识。当天，孟州市卫生健康委、
市健康教育所组织人员参加了该市举办的2021年
度“全国科普日”集中宣传活动。在活动中，工作人
员通过悬挂标语、设置展板、现场讲解、发放宣传资
料、开展义诊等形式，为市民讲解了职业病防治、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控烟等科普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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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 点点

核心提示：7月暴雨洪灾、8月新冠肺炎疫情，这个9月，经历双重考验的河南开学季显得尤为特别。
进入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全省多地实行“一地一策、一校一案”，分批、错峰、错时开学。已经复课的学校现在怎么样？

即将复课的学校准备好了吗？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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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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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为社区医院后，诊疗范
围扩大了，老百姓看病更方便了。”
日前，郑州经开区潮河社区医院院
长周国平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前
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时，更侧重于
公共卫生服务。现在对于老百姓
的常见病，我们可以更好地开展诊
疗服务了。”

郑州经开区潮河社区医院是
2020年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
础上成立的。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到社区医院，并不只是简单地增
加一块牌子，更是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能力的提档升级。

2019 年，河南省作为全国社
区医院建设试点省份之一，在全
省启动了社区医院建设试点工
作。截至目前，河南省已有超过
233 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成社
区医院。特别是郑州市，充分发
挥社区医院“健康守门人”的职
责，以更好地满足群众多元化健
康需求。

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
完善政策措施

9 月 6 日，家住郑州经开区的
田女士带着孩子来到潮河社区医
院看病，在和导诊护士简单沟通
后，孩子被送到儿科诊室。值班医
生给孩子做了相关检查后，为孩子
开了药。从田女士带着孩子进社
区医院到看病、拿药离开，前后用
时10多分钟。

“虽然孩子只是普通感冒，但
去大医院看病最少也得花费大半
天时间。现在在家门口的社区医
院看病，又快又方便。”田女士说。

据周国平介绍，建在群众家门
口的社区医院以“小而全”的优势，
正在成为群众日常快速就诊的首
选。

近年来，郑州按照“社区医院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不
变”的原则，以全面开展社区医院
建设为抓手，紧紧围绕“强阵地、
优服务、提能力”，坚持重心下移、

资源下沉，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
度，完善政策措施，社区医院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20 年底，
该市共建成社区医院 37 家（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完成建设
的有 23 家，以乡镇卫生院为基础
完成建设的有14家）。

目前，郑州的社区医院除了承
担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还必须具
备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的门诊、
住院诊疗综合服务能力；具备辖区
内居民基层首诊、双向转诊等分级
诊疗功能，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
能提供部分常见病、慢性病的在线
复诊服务。

为了支持社区医院建设，郑州
市印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要求
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按照有业
务用房、有人员编制岗位、有设备
设施、有经费保障的“四有”要求，
用 3 年时间新增政府主导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100家，2021年年底全
部完成机构建设任务。郑州市级
财政按照每家 300 万元的标准给
予奖补，县级自主安排建设专项经
费预算5.56亿元，破解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基础设施薄弱、人才资金不
足等难题。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档升级

郑州市以医联体、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为抓手，发挥社区医院力
量，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目前全市
所有社区医院全部纳入医联体、医
共体或与二级以上医院建立合作
关系，实施免费进修学习培训、上

级医院参与社区医院日常管理、骨
干医生坐诊带教、远程诊疗、联合
建设科室（项目）等，不断提升社区
医院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记者日前在走访中发现，在郑
州市北下街社区医院的全科诊室
里，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
科的专家正在耐心地与患者沟通，
对面是该社区医院的两名医生，正
在迅速记录着，并不时介绍患者病
情。

“没想到能在社区医院见到
河南省人民医院的大专家。”市民
陆先生看完病后惊喜地说。

（下转第二版）

办好群众家门口的社区医院
本报记者 冯金灿

本报讯 （记者常 娟）
今年，河南将对各省辖市、
各县（市）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成效进行评估，评估
内容包括组织实施、运行管
理、能力提升、政策保障、服
务绩效、激励约束6个方面，
方式分为县级自评、市级复
评、省级考评3种。

开展成效评估是高质
量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的重要抓手。省卫生
健康委要求，县级根据《河
南省高质量推进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成效评估指
标》开展自评。市级负责组
织指导县级开展自评，审查
县级自评结果，逐一对各县
（市）进行现场查证，结合市
级掌握情况综合确定各县
（市）复评得分，今年12月底
前将市级复评得分和佐证
材料上报省委改革办、省卫
生健康委。省级负责对各
省辖市进行指导、监督和考
评，抽查 1 个~4 个县（市），
结合省级掌握情况综合确
定各省辖市、各县（市）考评
结果。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
地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
导，周密安排部署，确保评
估顺利开展。县级要将评
估结果与医共体干部选聘、
财政补助、医保支付、绩效
工资总额、评先评优等挂
钩。市级要对评估结果排名靠前的予以表扬奖励，
对未达标的，提出改进意见和要求，限期整改。省
级将考评结果与全面深化改革年度考评挂钩，在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补助资金分配中对评估先进地区
给予倾斜激励，认定命名省级医共体建设示范地
区，对先进地区和个人予以表彰表扬，对工作推进
不力的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

返校复课，大家准备好了吗
本报记者 丁 玲

及时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备齐“一卡一书”

“打新冠病毒疫苗了吗？”“赶紧
打，打了疫苗才能安心……”返校复
课在即，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也成
为家长们互动较多的话题。

河南自8月初开展12周岁～17
周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并于8月25日前完成第一剂接种任
务，于 9 月 15 日前完成第二剂接种
任务。

据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
家叶莹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学
生之间接触机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也随之上升。除了12岁以上、没有
禁忌证的孩子需要及时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外，在托幼机构中，还需注意
防控手足口病等疾病。6月龄至5岁
的儿童可自愿、自费接种EV71疫苗
（手足口病疫苗），以预防由EV71型
病毒引起的重症手足口病的发生。

“为确保秋季学生正常有序返
校，请各位家长督促学生认真填
写返校前行动轨迹表及健康承诺
书……”返校日期临近，不少学生家
长都收到了这样的通知。而通知里
所提的“一卡一书”是每个学生的正
常返校凭证。

针对返校前后个人防护问题，
河南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学校
卫生科科长胡卫峡说，家长应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做好个
人防护；要做好学生每天的健康监
测，按照学校要求进行健康申报，如
发现学生有发热、咳嗽、呕吐、腹泻、
皮疹等传染病相关症状时，应及时
就医，及时上报学校；此外，要给孩
子准备适当的防护用品。学生返校
途中，尽量选择步行、骑车或者乘坐
私家车；如果确实需要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必须要全程佩戴口罩，少触
摸公共物品，回到学校或回到家之
后应立即洗手。

复学防疫演练
做足开学准备

返校在即，孩子在学校的安全
是每个家长的心头大事。

近日，河南省教育厅、省卫生健
康委联合发文，建立医疗机构和学
校、幼儿园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推进
落实“一校一院”工作机制，进一步
加强全省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河南还强化医校应急指挥，要
求医疗机构要指导学校细化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和突发疫情应急预案，
优化应急处置流程，做好防疫物资

储备；开学前要联合开展一次应急
演练，确保一旦发生疫情迅速启动
应急处置机制，及时有效应对突发
情况。

日前，郑州经开区艺术小学积
极行动，举行复学防疫安全演练，教
师模拟学生体验入校环节。

入校时，学生要依次走过测温
区，体温正常、无其他症状者，有序
进校。如发现学生体温超37.3摄氏
度，测温老师报告给值班领导与校
长，校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即启
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预案。隔
离组人员把发热学生带到校门口临
时隔离室，由校医对学生进行二次
测温并询问14天内有无疫情重点地
区旅居史、途经史或确诊、疑似病例
接触史。若无，班主任通知家长接
走学生及时就医；若有，校长与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发热门诊联系接
诊。

一旦确诊为新冠肺炎或疑似新
冠肺炎，学校须立即上报并跟踪该
学生情况。学校组织消杀人员对发
热学生经过的路线进行消杀，同时
启用备用通道，值班老师在校门口
处引导其他学生有序测温进入学
校。

在演练过程中，老师们还对学
生进入教室、收发作业、课间活动、
离校等细节进行了详细模拟。等所
有学生离校后，保洁人员会对学校
的公共区域进行全面消杀，并在晚
上用消毒灯对各个班级进行二次消
毒。

医校联防联控
防疫“无缝对接”

河南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卫生
健康委按照“属地管理、医校协同、
就近方便、全面覆盖”的原则，为每
所学校明确一所定点医疗机构，对
口指导疫情防控和学校卫生防疫工
作，形成“一校一院”联防联控工作
格局。

设立有附属医院（校医院）的大
中专院校，可直接与其附属医院（校
医院）建立定点合作关系。定点医
疗机构要选派专人兼任学校健康副

校长或卫生副校长，强化业务指导
培训和巡查，全力配合学校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

连日来，郑州市妇幼保健院、郑
州人民医院、河南省儿童医院等全
省各级各类医院积极落实“一院一
校”协作机制，助力构建安全、和谐、
稳定的校园环境。

王爱平，郑州市妇幼保健院主
任医师，作为郑州市金水区优智睿
童小学签约的健康副校长，日前为
该校 700 名师生开展了一次线上线
下同步防疫知识培训。

在培训中，王爱平从“新冠肺炎
传播途径、个人防护、手卫生、学校
疫情防控、校园安全消杀”等方面，
对在校教职工进行了培训；从学校
教室、保健室、食堂、卫生间等公共
场所如何落实疫情防控工作措施等
进行了详细讲解。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连日来，
患者凯迪尔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的提露内丝-北京医院接
受中医治疗。7个月前，凯迪尔遭遇了
一场车祸。苏醒后，凯迪尔一直在与
腰部和左腿疼痛以及说话困难做斗
争。现在，他的健康状况有了很大改
善。

“3 周前，我开始接受针灸治疗。
现在，疼痛已经大大减轻了。经过针
灸治疗后，我腰部和腿部状况都有所
改善，语言功能也恢复不少。现在，走
路、穿衣服、吃东西，我基本不再需要
别人帮助。我很感谢来我们这里进行
医疗援助的中医。”凯迪尔说。

据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 22 批医
疗队队长刘瑞强介绍，2名中医在提露
内丝-北京医院中医中心工作，分别是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副主任
医师林国平和濮阳市中医医院副主任
医师霍尚飞。他们使用针灸、拔罐、艾
灸等中医药疗法，治疗颈肩腰腿痛、神
经功能障碍以及一些精神和心理障
碍，每月帮助当地患者超过700人次，
获得了当地患者的信任。

22岁的丽娅·海露是该中医中心
另一位定期接受治疗的患者。一个月
前，她患了面神经麻痹，按当地医生建
议服药1个月后，病情无改善，随后慕
名前来寻求中医治疗。

海露说：“我接受了几天的中医治
疗后，已经可以正常地闭上眼睛喝水
了。针灸疗法是我体验到的最好的治
疗方法。”

林国平说：“当地越来越多的患者
来到中医中心，接受中医药疗法。我
们很高兴能帮到他们，也很希望助力
中医药文化在埃塞俄比亚发扬光大。”

此外，该中医中心还是中国医生
向埃塞俄比亚医务人员传授中医药疗

法的平台。
该中医中心的埃塞俄比亚行政主管护师赛布

尔·马莫说：“我曾与同事一起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
针灸治疗培训，这是埃塞俄比亚扩大中医引进工作
的一部分。中国的针灸疗法正在惠及更多的贫困
患者，帮助这里的人们治愈各种疾病，如多种疼痛、
心理和睡眠问题等。因为它没有副作用，大家现在
倾向于尝试这种疗法。”

“我亲眼看到很多患者，来时是在护理人员的
协助下进入中医中心的；但在接受针灸治疗后，他
们轻松地走出了医院。”马莫说，“我们希望在埃塞
俄比亚大学开展针灸教育，使之能为我们国家更多
的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