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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朱 晓 娟 通 讯 员 卫
丹 水 博）自 2024 年 4 月以来，三门峡市
陕州区卫生健康委和陕州区妇幼保健院
组建的专家组陆续在各乡镇为适龄妇女
开 展 免 费“ 两 癌 ”筛 查 服 务 ，完 成 率 达
60%。

在陕州区妇女联合会，以及各乡镇政
府（街道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两癌”筛
查专家组先后在西张村镇、菜园乡、观音
堂镇、西李村乡等地进行筛查，免费“两
癌”筛查 1672 人，完成率为 60%。在工作
中，专家组抓住外出务工妇女返乡的有利
时机，在设立13个“送检下乡”免费筛查点
的基础上，开通陕州区妇幼保健院免费

“两癌”筛查“绿色窗口”，为适龄妇女提供
优质的筛查服务。同时，对筛查出的疑似
病例，实行“点对点”统一管理，跟踪复查，
定期回访，确保疑似病例在第一时间得到
有效治疗。

在一处检查现场，排队候检的人群秩
序井然，医务人员一边介绍检查流程，一
边引导候检妇女登记填表。检查室内的
医务人员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在检查的
同时，还有针对性地讲解女性健康知识，
耐心解答候检妇女的疑问。免费“两癌”
筛查，让更多的适龄妇女对自己的健康有
了更深刻的了解。

下一步，陕州区将继续坚持以提高妇
女自我保健意识、降低“两癌”对女性健康
的威胁为目标，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有序组织推进“两癌”筛查工作，让每一位
适龄妇女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惠民服
务，真正为辖区内的群众办实事、做好事，
不断提高群众的认同感和幸福感。

■基层快讯

新安县医共体总医院

提升胸痛卒中救治能力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游新苗 樊佳琪）近日，新
安县医共体总医院开展“胸痛、
卒中”救治单元绿色通道溶栓
技术比赛。

在比赛现场，12家乡镇卫
生院分别按照考核标准依次进
行急性心肌梗死溶栓技术考
核、脑卒中溶栓技术考核，评委
就急性胸痛分诊流程、溶栓再
通指征、肝素的应用方法、卒中

八大症状等进行提问，并对“胸
痛、卒中”绿色通道溶栓技术进
行考核。考核结束后，评委公
布两项比赛的结果。

新安县医共体总医院副院
长张晓东说：“此次比赛，为成
员单位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
台，促进溶栓技术的发展和创
新。大家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提升各单位‘胸痛、卒中’救治
单元的能力。”

台前县妇幼保健院

送急救知识进幼儿园
本报讯 （记 者 陈 述 明

通讯员薛崇周 姜 磊）近日，
台前县妇幼保健院组织儿科医
务人员到孙口镇实验幼儿园，
开展以“守护生命 救在身边”
为主题的急救知识培训。

儿科医生葛丽花充分调动
现场老师的积极性，采用“理
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向老
师们细致地讲解了幼儿日常磕

碰伤的正确处理方法、海姆立
克急救法等知识，对意外伤害
的应急处置措施进行了讲解并
现场演示。

培训课结束后，老师们掌
握了应对气道异物的多种方
法，积极上台演示“海姆立克急
救法”，让大家拥有更直观的体
验，提升了老师应急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

↑近日，浚县城关镇秦李庄周氏口腔咽喉科非遗传承人、乡村医生周瑞与浚县中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业务交流。为
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今年，浚县中医院组织疼痛科、急诊科等科室业务骨干，深入各村卫生室开展

“面对面”的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 王 平 常久玲/摄

新乡市凤泉区卫生健康委

“全国爱眼日”义诊进社区
本报讯 （记 者 常 俊 伟

通讯员高 颖）近日，新乡市凤
泉区卫生健康委联合新乡市第
一人民医院凤泉医院在电力社
区开展“庆端午 送安康”暨“全
国爱眼日”大型义诊活动。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凤泉
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前来就诊的
群众进行现场指导，讲解日常
保健和规范用药等知识，并叮
嘱群众养成合理饮食的习惯，
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

在义诊现场，医务人员还
为群众提供免费的白内障筛

查、视光学检查、中医药特色诊
疗服务等项目。结合端午节的
传统习俗，凤泉区卫生健康委
的志愿者为群众发放粽子、艾
叶、健康手册等礼品。

凤泉区卫生健康委开展以
传统节日为主题的义诊活动，
不仅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更能够把更多的健康知识普及
给群众。

下一步，凤泉区卫生健康
委将借助其他节日，开展健康
科普活动，为群众提供更优质
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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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
讯员焦华璞）6 月 5 日，夏邑县
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刘
绍光先后来到火店镇马庄村、
张土帝庙村、蒋洼村“三夏”防
火服务点，开展帮扶慰问活动，
看望奋战在生产第一线的村
民，以及夏邑县人民医院驻村
工作队员，并送去方便面、矿泉
水、火腿肠、鸡蛋等慰问品。“夏
邑县人民医院的领导很关心我
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心感到
很温暖。”火店镇马庄村一位村
民说。

刘绍光一行深入田间地
头，查看麦收进度、秸秆禁烧等
情况，了解村委会以及驻村第
一书记近期工作开展情况，并
对今后的工作提出建议。刘绍
光说：“驻村工作队在做好秸秆
禁烧工作的同时，还要重点关
注高龄、行动不便等困难村民，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
用，帮助村民抢收、抢种，确保
颗粒归仓。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要配合村委会，全力做
好抢收、抢种和秸秆禁烧等工
作，用实际行动为村民做好保
障服务。”

下一步，夏邑县人民医院
将持续助力“三夏”生产，关心
群众的健康，并为群众免费提
供防暑降温药品，以及防暑知
识指导，确保群众在“三夏”期
间的健康安全。

南乐县强化县域医共体建设
本报记者 陈述明 通讯员 关俊超

近日，记者从南乐县卫生健
康委获悉，南乐县积极推进数字
化医共体和信息化平台建设，借
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打造新型卫
生健康服务体系，实现了“群众
得实惠、医院得发展、政府得民
心”的改革目标。南乐县荣获

“县级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先进
单位”“数字医共体建设标兵单
位”等荣誉。

探索信息化路径
南乐县卫生健康委打破信

息化建设任务无处着手，建设方
案“看得见、摸不着”，建用脱节
等瓶颈，采取专班推进、统筹评
价，医务人员和专家深入研究，
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县情的实施

方案和建设标准。
南乐县通过对各类信息系

统进行高效整合利用，将患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县级医院紧
密相连，下通村卫生室、乡镇卫
生院，上联省级医院和市级医
院，打破信息壁垒和空间限制，
远程会诊中心、远程影像中心、
远程心电中心、远程病理中心、
医学检验中心、消毒供应中心互
相联通。

强化顶层设计
南乐县成立由县委书记、县

长任双组长的数字医共体建设
领导小组，明确各部门职责，定
期了解工作推进情况，解决数字
医共体建设遇到的实际问题。

数字医共体同步设立党委，建立
书记、院长定期沟通和在党委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实行数字医
共体党委会制度，实现县级医疗
卫生机构、乡级医疗卫生机构相
互联通。

积极推进县域医改
在医保支付政策方面，全面

推行医保基金“总额预付、结余
留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
束机制，充分发挥调节医疗卫生
资源配置、规范医疗卫生服务行
为的杠杆作用，做到“医疗保障
得安全，医院降成本，患者减负
担”。

南乐县在薪酬政策方面，积
极推进薪酬制度改革，树立“优

绩优酬、多劳多得”的工资分配
导向，重点向临床一线、关键岗
位、业务骨干和有突出贡献的人
员倾斜，鼓励业务骨干深入基层
开展工作、服务群众。

在人才政策方面，南乐县建
立人才编制“周转池”制度，缓解

“无编可用”“有编不用”等问题，
特别是为加快基层医学人才培
养工作，开展专科订单定向医学
生培养计划，破解基层医疗卫生
人才匮乏的瓶颈。

加强资源共享
南乐县积极构建“上联省

市、下联乡村”的远程诊疗服务
体系，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
断、报告共享”机制。该政策实

施以来，既缓解了乡镇卫生院医
疗卫生设施不健全、服务水平不
高等问题，又让基层的患者就近
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
有效降低了基层患者的外转率。

去年，南乐县开展远程心电
诊断共5000余例，远程影像诊断
共 1000 余例，远程会诊共 400 余
例。

同时，南乐县充分发挥中医
药特色优势，组建县、乡、村三级
家庭医生团队，加强慢性病患者
管理，做好健康随访、健康教育、
健康档案管理等服务，基本实现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做到

“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
人、做细一人、满意一人”。

中医药进夜市，邂逅人间烟火气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李 鹏 杨 磊 文/图

中药香代替烧烤香、八段
锦代替广场舞……6月8日~10
日，以“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
服务百姓身心健康”为主题的
登封市中医药健康夜市在登封
市民文化活动中心广场举行。

此次活动把传统中医药文

化融入群众的“夜生活”，设置
了专家把脉问诊区、中医药养
生茶饮区、中医药传统疗法体
验区、中医药文创展示区、中医
药健康科普区、八段锦跟练区、
中医药膳品尝区等十大特色服
务区域，让群众“沉浸式”体验

中医药文化和特色诊疗
服务。

“中医药在夜市摆
摊，让人耳目一新。我
在逛夜市的同时，学习
了 不 少 中 医 药 文 化 知
识，给这个活动点赞。”
市民景先生说。

“这段时间，我的颈
椎、腰椎经常胀痛，有时
还会头晕目眩、手臂麻
木。我在体验完中医药
特色疗法火龙罐和针灸
后，感觉身体轻松了不
少，颈椎和腰椎的疼痛
感也缓解了。”市民王女
士说。在中医药疗法体
验区，不少市民围住医
务人员，询问中医药治
疗疾病的问题，并亲身
体验中医药特色诊疗服

务，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中医药是我们的祖先留

下的宝贵财富，应该让更多的
群众享受中医药带来的益处。”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负责人说，

“中医药走进夜市，这是我们推

进中医药文化普及传播，充分
发挥中医药在预防、治疗疾
病，以及康复、保健等方面的
优势，增强中医药文化的吸引
力和辐射力，让中医药文化

‘看得见、摸得着’。下一步，
我们会根据季节变化，将为群
众办实事与传承创新发展中
医药相结合，持续开展包括中
医药进夜市、义诊等多种形式
的活动，走进更多的群众家

中，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提
高群众的健康文化素养，营造

‘信中医、爱中医、学中医、用
中医’的良好氛围。”

登封市人民中医院是由
登封市人民医院代建、代管成
立的登封市唯一一家公立中
医院。登封市人民中医院将
传承和发展中医药文化，保障
群众的身心健康，持续推动中
医药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内乡县第二人民医院

医养结合服务受青睐
本报讯 （记者乔晓娜 通

讯员张慧增 张小军）近日，内
乡县第二人民医院重视医养
结合服务，“一站式”的医养结
合服务备受老年人和家属的
青睐。

“在这里‘医得起、养得

起’，收费也很合理。”在内乡
县第二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
一位老年人说。该院组建专
业的医疗团队，为老年人提供
康复指导；安排专业的护理人
员，让老年人在住院期间享受
专业的护理服务。

光山县人民医院

开展关爱患儿活动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王 梅 张宇扬 裴仁宇
陈 勃）近日，光山县人民医院
开展了关爱患儿活动。

在活动中，光山县人民医
院儿童保健康复科医务人员精

心布置会场，并为每位患儿准
备了礼物。该院中医科医务人
员给患儿讲解了中药贴敷的功
效等知识，并将气味芬芳的中
药材装在袋子里，放置在患儿
的身边。

确山：“五大中心”织就“生命之网”
近年来，确山县人民医院陆

续建成以胸痛、卒中、创伤、危重
症孕产妇救治、危重症新生儿救
治“五大中心”为核心的区域协同
救治体系，构建急危重症救治体
系和院前、院内信息共享网络，不
断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和水
平，为患者提供“一站式”急救服
务，为县域内居民构筑了一张“生
命之网”。

2023 年 5 月，确山县人民医
院胸痛中心顺利通过基层版转标
准版认证，成为国家标准版胸痛
中心。今年 4 月，刘店镇卫生院

通过胸痛单元验收。确山县人民
医院与县域内各乡镇卫生院签订
区域协同救治协议，建立全县胸
痛中心“绿色通道”联络群，确保
患者得到及时、专业的诊断，畅通

“双向转诊”路径。2023年，确山
县人民医院共救治高危胸痛患者
443例，其中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急
诊 PCI（冠脉造影）术 97 例，发病
12小时内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再灌
注治疗比例达88.23%。

5 月 11 日，家住驻马店市驿
城区的尹先生驱车前往确山县
时，突然意识不清。朋友发现后，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将尹先生送
往确山县人民医院救治。确山县
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经检查，确诊
患者为急性脑梗死，且无法联系
患者家属，该院卒中病区主任许
建新请示医院总值班后，立即开
通卒中“绿色通道”，为患者进行

“脑动脉取栓术”。手术后，患者
意识清醒，恢复良好。

2023 年 4 月，确山县人民医
院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批准为

“三级医院创伤中心”建设达标单
位。2022年10月，确山县人民医
院改造重症监护病房，开设急诊

外科，建立创伤总值班制度，完善
创伤救治流程等，提升创伤中心
救治能力，多学科协同救治体系
逐步完善。2023 年，该院创伤中
心救治患者4899人，全年急诊手
术术前准备时间平均为 44.75 分
钟。

确山县人民医院组建了主管
院长负责的急救小组，建立了危
重症孕产妇多学科会诊机制。确
山县人民医院制定应急预案，定
期组织医务人员进行急救演练，
提高医务人员的应急能力，保障

“绿色通道”的通畅。确山县人民

医院对孕产妇实行妊娠风险分级
管理，充分发挥县域内综合医院
的救治能力。2023 年 1 月，该院
被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授予“危重
症孕产妇救治中心标准化建设达
标单位”。2023年，该院分娩量达
1303例，占全县分娩量的69%。

确山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院长张社会说：“‘五大中心’整合
各科室的资源，构筑了‘生命救治
网’，不仅造福了广大群众，也激
发了确山县人民医院发展的新动
力。”

（丁宏伟 刘丽君 苏 楠）

↑药膳品尝

↑中医药特色疗法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