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6 日，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
一病区女性医务工作者正在展示收到的三
八妇女节“爱心问候”。“节日快乐，在守护患
者的同时，也要照顾好自己。”三八妇女节来
临之际，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工会为医院
女性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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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3月5日上午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近3000名
全国人大代表肩负人民重托出席
大会，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
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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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老石想不到，在河南省人民医院血管
瘤外科病房，他在深夜又看到了15年前那个身
影。

这天深夜，老石已进入梦乡。他恍惚中觉
得有人搬动自己裹着纱布的头，轻轻触摸。老
石缓缓抬起眼帘，迷迷糊糊中看到一个穿着便
装的身影，悄然推门离去。虽然病房光线微
弱，但他依然认出了那个身影。15 年前住院
时，也是这个身影，多次在深夜出现在他的病
床前，重复着同样的动作。

“我知道，董主任是怕我术后出血，检查一
下纱布上有没有渗血。”说起当时的情况，老石
的眼眶湿润了。

由于头部严重动静脉畸形，15年里，老石
三赴河南省人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每次手术
时长都超过10小时。3次为他做手术的都是该
院血管瘤外科主任董长宪团队。

据董长宪介绍，老石的血管瘤长在左耳和
枕部，从左耳到后脑勺密布着几十个大大小小
的瘤子，瘤体之间沟壑纵横，最大的瘤体比鸡
蛋还大。15年前，溃烂的瘤体反复往外喷血，
老石晚上经常被湿乎乎的枕头惊醒。

辗转到河南省人民医院就诊时，老石头上
那块堵着出血口的纱布已经 3 个月没敢换过
了。

董长宪团队先为老石止血保命，同时切除
一部分瘤体；第二次手术切除了剩余瘤体。为
了防止术后出血，董长宪经常在深夜忙完准备
回家前，到病床边摸一摸老石的纱布，看渗血
了没有。

由于瘤体缓慢生长，今年1月，52岁的老石
再次住院寻求手术治疗。

董长宪带领多名专家多次讨论手术方案，
最终确定了特殊的手术入路方法——从以前
的手术瘢痕入路，这样出血更少，患者恢复更
快。

术后第二天，老石就可以下床活动了！有些“社牛”的他，
见了病房里天南海北的病友，总忍不住分享激动的心情：“我觉
得这次手术后，我还能再活15年！”目前，老石已经康复出院。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安排部署落实全省安排部署落实全省
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精神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精神

本报讯 （记者刘 旸）3 月 4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党组扩
大会，专题传达学习全省中医药强
省建设大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
实工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
记、副主任侯红要求，省卫生健康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要切实扛起职
责使命，加强统筹，规划协调，将中
医药强省建设的目标细化为切实
举措。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王福伟传达了大会精神。

侯红说，全省中医药强省建设
大会整体体现了“五高”特点，即规
格高、站位高、起点高、评价高、要
求高。大会对中医药强省建设作
出全面动员、全面部署，目标明确、
任务具体、路径清晰。

围绕大会提出的“全省要打造
中医药发展的‘五个高地’”目标，
省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细
化举措，尽快部署落实。在打造科
技创新高地方面，要搭建创新平
台，围绕新型研发机构和开放型服
务平台的职能定位，尽快整合国家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省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等科研平台，高标准起步、
高质量建设省中医药科学院，构建
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中药资源研
发、信息文献研究、高水平人才集

聚、产业发展六大体系，年内完成
架梁立柱，初步形成“一二三产有
机融合、医教研产学一体发展”的
创新生态。要聚力科研攻关，统筹
高校院所、医疗机构、学会协会等
创新主体，聚力攻关一批高质量的
科研项目。对有研究基础、市场前
景、效益确切的中药院内制剂、中
医医疗设备、中医医疗装备加大支
持和转化力度，不断提升中医药关
键技术装备研发水平。要强化经
方应用，加大经方挖掘、传承、保护
力度，挖掘整理传统中药制剂技
术，收集筛选民间中药单验方和技
术，建立合作开发和利益分享机
制，在医疗机构中推广应用经方。
在打造医疗服务高地方面，要强化
龙头引领，在健全服务体系的基础
上，要起高峰、建高地、成高原。全
力支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创建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建好
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进技术
平移、人才平移、管理平移、品牌平
移。加强省直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省直中医医院要抓好内涵建设，河
南省人民医院要抓好中西医结合
旗舰医院建设，建成中西医协同的
标杆，省级其他综合医院要带头把
中医药工作谋划好、推进好。要强

化补短达标，推进省辖市级中医医
院建设，围绕市级中医医院全部达
到三级甲等的要求，对尚未达标的
医院要高度重视，确保目标完成。
要强化基层建设，聚焦以县级为代
表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特
别是要支持县级中医院牵头组建
医共体。提高村卫生室中医药服
务比重，重点加强乡村医生中医药
服务能力，以多种形式推进村卫生
室中医阁建设。要强化服务创新，
坚持中医治未病理念，推进中医老
年病科中医康复能力提升，推进中
医医养结合。把中医药全面纳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依
托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医院2支应急队伍，加强
演练，确保常态化备勤。在打造产
业发展高地方面，省卫生健康委作
为生物医药产业链的牵头单位，要
发挥好作用，统筹谋划中医药产业
发展工作，协调好种植、服务好企
业，推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加强
中药种植基地建设及生产标准化，
提升豫产中药材品质、市场占有率
和生产效益；扶持一批具有核心竞
争优势的骨干中药企业，通过资源
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形成优势产业
集群和中药材全产业链，形成一批
知名品牌、企业与产品。要坚持产
学研协同，鼓励中医药产业关键技
术创新，加快中医药科技成果落地
转化，实现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围绕国医大师、名老中医长期
临床使用的经方、验方、名方，推动
中药创新研发及中药成果就地转
化并实现产业化。在打造人才集

聚高地方面，要做好高层次人才引
育工作，集中力量助推河南中医药
大学李建生教授入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积极争取国家“岐黄工程”高
层次人才项目，助力高层次人才脱
颖而出，扩大全省高层次人才规
模。要做好人才梯队储备工作，做
好省级“仲景人才”，加大“领军”

“拔尖”“青苗”人才梯队建设力度，
加强“西学中”人才培养，培养一批
中西医结合优秀人才，引育一批创
新型、复合型中医药人才。要做好
基层人才培养工作，继续加强基层
中医药队伍建设，开展中医药适宜
技术培训，实现“村村能够提供中
医药服务”；加强中医学术流派资
源的传承、保护、开发和利用，建立
长效机制，持续做好中医药流派的
挖掘保护工作。在打造文化传承
高地方面，要深化研究阐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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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实施省中医药文化与管理
研究项目和中医药文化著作出版
资助专项。大力开发创作通俗易
懂、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医药文化科
普产品和作品，推进中医药进校
园、进社区、进家庭。要建设传播
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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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多种
方式支持博物馆建设。遴选建设
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推进国家和
省级中医药文化宣教基地建设，建
设更多的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角，
打造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要推

进融合发展。充分利用我省中医
医疗资源、中药材资源、历史文化
资源，联合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开发特色健康旅游产品和线路，打
造具有河南特色的中医药健康旅
游品牌。要强化合作交流。依托
中医药海外中心等，举办形式丰富
的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支持中
医医疗机构、院校和中药企业“走
出去”，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持续提升中医药的国际认可度和
影响力。

侯红强调，省卫生健康委、省
中医药管理局要强化保障，确保大
会任务落实到位。要细化责任分
工。各有关处室要积极配合，主动
作为，做好大会任务的具体落实，
高标准推进，确保大会精神在卫生
健康系统内率先落实。要主动谋
划对接。相关处室要及时了解申
报国家中医药重大工程项目等具
体信息，借助大会契机，积极争取
更多项目落地河南。财务、人事等
处室要积极对接财政、人社、医保
等部门，争取各部门的政策支持中
医药发展。要紧盯重点工作。省
中医药管理局 3 个处室要尽快到
位，省中医药科学院要尽快实体化
运行，与省医科院中西医协同，谋
划重点课题。重点工作相关处室
要列细清单、明确节点。要加大宣
传力度。协调新闻媒体做好社会
面宣传，全面营造贯彻中医药强省
建设大会精神的良好氛围。指导
省直各单位加强中医药强省建设
大会精神的传达，确保大会各项任
务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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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5 名埃塞俄比亚居民被
烧伤，急需救治，但当地没有烧伤
科医生。经当地中资企业协助，这
些被烧伤的居民联系到了正在该
国执行援外医疗任务的中国医疗
队，但医疗队也没有烧伤科医生。
于是，一场万里连线的跨国会诊就
此展开。

据中国援埃塞俄比亚第 24 批
医疗队队长陈召起讲述，当地时间
2月25日上午，他突然接到埃塞俄
比亚一个中资企业工作人员的电
话，称因燃气瓶漏气爆燃，导致5名
当地居民出现不同程度的烧伤，因
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想请中国医疗
队专家帮忙治疗。

接到求助电话后，陈召起立刻

按照医疗队制订的应急预案，成立
由多学科医生组成的治疗小组，准
备好了消毒包、刀片、无菌纱布、绷
带、胶布等物品，由医疗队医务委
员刘广芝统筹协调整体救治工作，
并向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整形
外科医生刘冰紧急求助。

会诊持续了6个多小时。经会
诊，医务人员发现，其中2名伤员病
情较重，烧伤面积较大，局部深Ⅱ
度、Ⅲ度烧伤，需要紧急输液治疗，
就第一时间将其送往中国医疗队
支援的提露内丝-北京医院救治。

其余 3 名伤员病情相对较轻，主要
以浅Ⅱ度烧伤为主，局部有深Ⅱ度
烧伤。医疗队中的口腔颌面外科
医生蔺栋鹏、普外科医生张巍巍、
重症医学科医生曹烨、麻醉科医生
刘喆就在医疗队驻地，历时 1.5 小
时，顺利为这 3 名伤员进行了创面
处置。

治疗完成后，医疗队员还向伤
者详细交代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和注意事项。目前，5 名烧伤患者
都恢复良好。

万里连线会诊 五名非洲患者获救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高玉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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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王 平
常 娟 通讯员孙晓兵）3 月 6
日，记者从平顶山市卫生健
康委召开的卫生健康工作会
上了解到，2024 年，该市确定
五大主要工作目标，分别是
居民健康指标持续优化、医
学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公立医院提质增效、国家卫
生城市复审顺利通过、民生
实事高质量完成。

平顶山市提出，今年要
保持全市人均预期寿命、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
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孕产妇死亡率持续低
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在
医学科技创新能力上，该市
计 划 建 设 医 学 科 技 创 新 平
台，引进应用一批新技术，培
养一批业务骨干。平顶山市
还将启动实施“鹰城名医”引
育树工程，用 3 年时间引进
300 名高层次卫生专业人才，
培育 60 名中青年学科带头
人，选树60名“鹰城名医”，凝
聚一批高层次领军人才。在
民生实事上，平顶山市明确
除了完成省定任务外，今年
该市还要为 95%以上的中小
学生进行近视监测，并建立
视力健康电子档案，为小学
二年级学生窝沟封闭不少于
10 万颗牙，为 30 万名中小学
生开展脊柱弯曲异常筛查。

今年，平顶山市将从坚
持创新驱动，全面提升卫生
健康服务能力；坚持内涵建
设，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等 8 个方面发力，促进年度
工作目标的实现。其中，在
巩 固 提 升 紧 密 型 医 共 体 方
面，该市要出台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高质量发展实施
意见，总结推广郏县、宝丰县

“15 分钟急救圈”、慢性病二
次报销、大病外聘专家、医防融合、“乡聘村用”
等改革经验，进一步提高县域医疗卫生资源优
化配置和使用效率，2024 年年底前 6 个县（市）
医共体管理体制更加巩固，县域就诊率达到
90%左右，保持全国领先；探索城市紧密型医疗
集团建设，加快构建城市医疗服务分工协作新
体系、新模式、新机制。在卫生应急医疗能力
建设上，平顶山市明确，改革创新医疗应急管
理体制，优化市、县两级医疗应急中心职能，健
全经费保障和长效运行机制，加强医疗应急指
挥平台和专业队伍建设，建成全省领先的公众
急救科普体验馆，建设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和急
救培训基地，进一步完善院前急救网络，逐步
建立全市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
高效的医疗应急体系，打造全国医疗应急重点
城市建设样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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