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医带育以医带育 托起健康童年托起健康童年
——探访巩义市总医院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

本报记者 丁 玲 杨 须

7 月 21 日 8 时，巩义市总医院
的护士王晓磊将女儿可乐送进巩
义市总医院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
后，便赶去上班。

2 个月前，休完产假的王晓磊
重返岗位，但孩子的照看问题成了
她的心病。

听说巩义市总医院开办了托
育中心，面向职工招收3岁以下的
幼儿。王晓磊第一时间为孩子报
了名，可乐也成为托育中心最小的
幼儿。

“托育中心的价格合理、老师
很负责，把孩子送那里，我也能放
心上班。”提起当前的生活状态，王
晓磊满脸笑容。

托育服务事关婴幼儿的健康
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巩义市卫生
健康委积极发挥卫生健康系统行
业优势，依托巩义市总医院妇幼保
健院打造托育中心，探索出一条

“公立医院为示范、普惠可及为优
先、医育结合为特色”的托育服务

发展新路径。

爱心托育，缓解职工带娃
焦虑

“b-a-ba，b-a-ba……”巩义
市总医院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 2
楼一间托管班里，孩子们正在跟着
老师学拼音。

这是巩义市总医院妇幼保健
院托育中心专门成立的暑假爱心
托管班，帮助家长解决暑假孩子无
人看护的难题。

“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暑假
里最让人头痛的就是孩子的看护
问题。我们抽调专人辅导这些孩
子，让家长们可以放心上班。”提起
成立暑假爱心托管班的初衷，巩义
市总医院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主
任王璐璐说。

走进巩义市总医院妇幼保健
院托育中心，整洁明亮的功能性教
室、室内全软包设计、全园区电子
人脸识别系统安保管理、符合幼儿

身高体重发育指标的桌椅家具、各
项适龄教具、医疗级别紫外线空气
消毒机……每一个细节都贴合儿
童特点，满足幼儿娱乐、绘本阅读、
艺术创想等全方位发展的需求，让
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获得趣味性、益
智性的互动体验。

该托育中心按幼儿年龄设置
了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等 5 个
教学班级，面向巩义市总医院全体
职工及周边居民。2023 年 2 月开
园运营至今，该托育中心托位一直
处于满员状态。

像可乐一样，这里60%的幼儿
来自巩义市总医院内部职工家庭。

王璐璐说，对临床一线医务
人员来说，加班是常态。为方便
家长送托，在全日托服务基础上，
园区还开设了计时托、半日托、周
末托，让托育服务更加灵活、快
捷、便民。

“家长不便送娃时，我们可以
帮忙去接。家长不能按时来接时，
我们留有专人看护。”王璐璐说。

医育结合，护佑幼儿健康
成长

“来，宝贝！量量体温，看看喉
咙……”7 月 21 日，巩义市总医院
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门口，幼儿们
正在逐个接受晨检。

依托巩义市总医院妇幼保健
院技术优势，园区创建以医带育新
模式。幼儿入托前在巩义市总医
院妇幼保健院进行体检后，体检结
果返回至园区，每名幼儿都有自己
的健康档案。幼儿在园区生活一
季度后，园区保健医会为幼儿进行
第二次、第三次等多次体检，形成
数据对比，如有异常会立刻同家长
联系，进行治疗的同时，园区也会
加强对幼儿的生活养育关注。巩
义市总医院派驻儿科主管护师驻
扎园区担任保健护士，中医科副主
任医师兼职保健医，对托育园区幼
儿及家庭提供全天候、全覆盖的科
学健康育儿指导。

同时，该托育中心将医疗病房
管理环节带入托育服务中，让传染
病识别、突发应急抢救措施普及、
空气环境物表消杀、手卫生落实、
在园幼儿分级护理观察（进水、汤、
饭食量，大小便状况等）成为园区
特色，让家长安心送托。此外，巩
义市总医院膳食营养科主管营养
师李喜利还为园区打造了幼儿带
量餐谱。

对于佩戴人工耳蜗的幼儿等，
园区给予了特殊关怀，随时关注幼
儿的生长变化。

具有医护专业知识的保育人
员时刻关注幼儿的健康状况，既能

及时了解个体的生长发育情况，及
时发现健康问题并及时干预和指
导，也能为家庭及婴幼儿的照顾者
提供良好的育儿指导服务，增强家
庭的科学养育能力。

“园长用心、老师细心、孩子开
心、家长放心”“在园如在家，老师
像妈妈”……老师们的用心，赢得
了众多幼儿家长的认同和信任。

巩义市爱国卫生运动事务中
心副主任祖丽景说，按照《巩义市
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在巩
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作
为巩义市民生项目之一，巩义市总
医院妇幼保健院托育中心由巩义
市财政拨款200万元、巩义市总医
院妇幼保健院出资 49 万余元，利
用自有场地高标准打造完成。

“巩义市总医院妇幼保健院托
育中心作为巩义市第一家公办普
惠托育服务机构，质量有保障、价
格可承受、方便可及深得民心，各
种爱心措施很贴心，童趣化的设置
讨幼儿欢心，家长们很放心，具有
全市示范效应。”祖丽景说，“下一
步，巩义市卫生健康委将大力支持
托育机构的发展，既满足广大医务
人员的婴幼儿照护服务需求，又能
服务周边群众，让每个家庭都能托
得起、托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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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厄立特里亚首都阿
斯马拉市的 Kiros（基洛斯，音
译）女士，因腰部软组织损伤
并 发 感 染 ，急 需 抗 生 素 治
疗。接诊的中国第 17 批援厄
立特里亚医疗队知道后，送
上 了 急 需 的 药 品 和 生 活 用
品，为其带去了温暖和希望。

中国第 17 批援厄立特里
亚医疗队队员张文武在接诊
中发现，Kiros 急需抗生素治
疗，但当地医院资源有限，无
法满足她的治疗需求。张文
武向队长韩东明汇报后，韩
东明立即组织团队整理医疗
队自用药的库存，找到了患
者急需的头孢呋辛和塞来昔
布等药品。随后，张文武发
信息给患者，准备在她预约
就诊时把药给她。但患者回
复说，因为就医路程遥远，出
行不便，预约就诊至少要一
周后。

医者无国界。韩东明决
定带领队员董良鹏、任文林、
张君、张文武和李新民等来
到 Kiros 家中，送药上门。在
得知患者家庭困难后，医疗
队不仅为其送去了急需的药
品，还贴心地准备了米、面、
油等生活必需品。

随 后 ，大 家 再 次 为 Kiros
进行了认真的检查。经过确
认，Kiros 的腰部软组织损伤
可能已继发感染。由于当地
医疗水平有限，无法进行病
原学检测，医疗队员根据经
验，给予 Kiros 女士合适的抗
生素治疗并向其详细讲解了
用药方法和复查时间，确保
患者能够正确地进行治疗。

Kiros 紧紧握住韩东明的
手，激动地说：“没想到你们
竟然把药送到我家里来。这
份 恩 情 ，我 将 永 远 铭 记 在
心！谢谢中国医疗队！”

当医疗队准备返程时，Kiros 将家中仅有的
6 枚鸡蛋回赠给医疗队，以最朴实的方式表达
了内心的感谢之情。

河南实现36种门诊慢性病
病种省内就医直接结算
本报讯 （记者朱晓娟）记

者 7 月 23 日从河南省医疗保障
服务中心获悉，目前，河南省已
实现 36 种门诊慢性病病种省
内就医直接结算。

据悉，此次调整是河南省
医 疗 保 障 服 务 中 心 在 国 家 已
开通 5 种门诊慢性病病种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的基础上，参照
国 家 医 疗 保 障 信 息 业 务 编 码

标 准 中 门 诊 慢 性 病 病 种 代 码
及病种名称，同步调整全省各
统 筹 区 门 诊 慢 性 病 病 种 代 码
及名称，先后增加脑血管病后
遗症、冠心病等 31 种门诊慢性
病 病 种 省 内 异 地 就 医 直 接 结
算。

过去，门诊慢性病省内异
地就医，每年有两次集中报销，
而参保人员每次都得跑回参保

地，到经办窗口提供票据证明，
不但审核周期长、频次少，而且
需要参保人员两地“跑腿”。如
今，36 种门诊慢性病病种省内
就医直接结算的新模式，切实
做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解决了慢性病异地
报销问题，真正提升了服务质
量和效率，维护了广大参保人
员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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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
晓 娟 通 讯 员 梁 雅
琼）近日，河南省人民
医院栗超跃团队顺利
完成全省首例应用脊
髓电刺激治疗卒中后
偏瘫手术，为无法做
康复治疗的上肢痉挛
性偏瘫患者争取到宝
贵的机会。

日前，河南省人民
医院脑血管病五病区
10 号病床前，李根（化
名）的妻子手持一部

“手机”，按了几下屏幕
上的“+”号键。随着

“+”号数字的增加，李
根的左胳膊开始轻微
地颤动。原来，这部小
小的“手机”是遥控器，
能指挥李根体内的一
根电极工作，在他走向
康复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51 岁的李根是大
面积脑梗死后偏瘫患
者。3 天前，栗超跃团
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医院神经外科专家
的协助下，为李根实
施了应用脊髓电刺激
治 疗 卒 中 后 偏 瘫 手
术。

3 个多月前，李根
因 烟 雾 病 突 发 脑 梗
死，左侧身体完全瘫
痪。在当地医生建议
下，他一直坚持康复
锻炼，但恢复程度十
分有限。手术后，在
电极刺激的作用下，
他的左胳膊被妻子轻轻抬起又放下。这看似简
单的动作，预示着李根曾经严重“超标”的肌张
力，正在电极的帮助下慢慢下降了。

栗超跃说，脊髓电刺激技术先前主要应用于
脊髓受损后的疼痛治疗，如今逐渐在偏瘫、促醒
等方面应用，并于 2023 年在国外有效开展。它对
偏瘫患者最重要的帮助就是降低患侧肢体的肌
张力，减轻疼痛和麻木感。

手术仅仅是治疗的第一步。为了确保手术的
有效性，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治疗组先为患者
植入了花费较少的临时电极，应用微创的方法，
在复合手术室内，通过精准定位，将一根比笔尖
还细的电极放置于患者脊髓“表面”。手术结束
后，治疗组根据患者的实际感觉不断调频，通过
神经电传导来改善症状；后经过两三周的观察，
再开展第二步治疗——永久电极植入。

“手术很顺利，半小时就出了手术室。”李根
的妻子说。原本，她是带着丈夫来河南省人民医
院治疗烟雾病的，没想到医生考虑得周到细致不
说，治疗也更彻底。

←7 月 23 日，焦作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联合解放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中州农贸
市场开展霍乱等重点肠道传染病外环境和
禽流感活禽市场监测工作。工作人员现场
随机采集蛏子、扇贝等水产品，以及案板、污
水等10份样本，进行霍乱弧菌检测；同时，随
机在 3 家禽肉售卖摊位采集笼具表面、案板
和地面等 9 份样本，进行禽流感病毒检测。
在现场采样过程中，工作人员还向市场工作
人员和前来采买的市民宣传肠道传染病和
禽流感防治知识，引导大家做好消毒等防护
措施。

王正勋 侯林峰 樊乐乐/摄

雨天，为患者送上暖心衣
本报记者 王明杰 刘永胜 通讯员 徐 晓 姚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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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河南多地天降大雨，各级
医疗机构在扎实做好防汛措施、全力保
障患者安全就诊的同时，还发生了不少
暖心的故事。雨天，为患者送上暖心衣
的举措，就温暖了不少患者。

日前，漯河市下过瓢泼大雨后，源
汇区中医院副院长田华磊到该院大门
口巡视水情。在路上，他发现一名因意
外事故而受伤的患者，随即扶患者到外
科治疗。

当时，患者全身湿透且伤情严重，
急需治疗。外科马亚旗医生带领医务

人员立即为患者进行外伤处理，并通
知手术室做好手术准备。随后，该院
办公室的张炜炜将为家人买的新衣服
送 给 了 患 者 ，让 患 者 尽 快 换 掉 湿 衣
服，避免着凉。患者深受感动，对医务
人员连连表示感谢。

无独有偶，在洛阳市
孟津人民医院儿科一病
区，有一名2岁的患儿，因
父母带患儿就诊时太过着
急，没有顾上准备生活用
品 ，加 之 家 距 离 医 院 较

远，遇到下雨天回去不方便，小患儿多
日未更换衣服。病区的护士们得知后，
纷纷从家里整理出干净舒适的小衣服
送给了患儿。护士张春艳更是贴心，将
带来的新衣服逐一放孩子身上比对，看
是否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