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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8 日，在焦作市焦东路小学，
焦作市五官医院医务人员在给学生普
及近视防治知识。当天，焦作市五官医
院医务人员来到焦东路小学，为学生普
及近视的危害、近视预防等健康知识。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

乡镇卫生院提档升级乡镇卫生院提档升级
——河南基层医疗卫生发展观察

本报记者 常 娟

今年以来，巩义市回郭镇卫生
院开展了一项新服务项目——血
液透析；开封市兰考县考城卫生院
常规开展的手术，包含肋骨骨折内
固定术等13种二级手术……

在 县 域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体 系
中，乡镇卫生院是承上启下的枢
纽，承担着维护基层百姓健康的
重要职能。近年来，全省乡镇卫
生院发展成效如何？近日，记者
走进开封、周口、洛阳等地的乡镇
卫生院进行了探访。

基础设施硬核升级

设有麻醉科、手术室、血液净
化中心等 20 多个临床科室；拥有
16 排 CT（计算机层析成像）、DR
（数字 X 线摄影）、四维彩超等 30
余种（件）医疗设备；医技楼、门诊
楼、专家公寓错落有致……“这不
像乡镇卫生院，像是县级医院。”考
城卫生院的“面貌”让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组织的采访团发出惊叹。

考城卫生院党支部书记、院
长王岩介绍，近年来，该卫生院新
建了医技楼、专家公寓，诊疗设备
增加至 30 余种（件）；临床科室新
设了重症医学科、血液净化中心、
手术室等；医技科室包含 CT 室、
DR室、检验科、彩超心电室等。

记 者 从 洛 阳 市 伊 滨 区 了 解
到，截至 2024 年年底，伊滨区投入
3000 余万元用于当地庞村镇卫生

院、光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诸葛镇卫生院的扩建，以及村卫
生室提升改造等工程。目前，该
区 75%的乡镇卫生院已达到推荐
标准。

在郏县采访时，记者了解到，
郏县财政先后投入 1.72 亿元，为
乡镇卫生院配置“健康云巡诊车”

“健康一体机”，定期到村入户为
群众提供预约转诊、慢性病随访、
健康管理等上门服务，结果实时
推送至群众手机和省级公共卫生
平台，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

据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卫
生健康处处长戴能光介绍，目前，
全省近 4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配置了CT或核磁共振。

服务能力竞相提档

医疗设备升级了，医疗服务
能力也随之大幅提升。

王岩说，目前，考城卫生院服
务能力已升级到二级医疗机构水
平，可以开展27种手术，其中二级
手术13种，诊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病种数也从 160 种增加到 209 种。
2024年，考城卫生院成功创建河南
省“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兰考县南彰卫生院在成功创
建河南省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之
余，2024 年 1 月，接管南彰镇敬老
院 ，并 成 立 南 彰 镇 医 养 结 合 中

心。记者在现场看到，该中心设
有单人间、双人间等不同户型，房
间宽敞明亮、温馨舒适，配有电
视、空调、适老化卫生间、衣柜、应
急呼叫系统等设备。老人们在医
务人员的陪护下，有的在做理疗，
有的在聊天，其乐融融。

南彰卫生院院长高旭说，南
彰镇医养结合中心成功获评全省
医养结合实践样板。

洛阳市伊滨区各乡镇卫生院
均建成市级示范中医馆，各卫生
院年均服务患者超万人次，中医
药适宜技术覆盖率达 90%，区内
就诊率达 95%；平顶山市宝丰县
聚焦急救，织就“一张网”，通过

“五大中心”及东南西北 4 个乡镇
片区急救站点建设，重塑 120 急救
格局，使院前、院内救治无缝对
接，打造“15 分钟快速急救圈”，节
约急救时间30分钟~60分钟。

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了
解到，提档升级是近年来全省乡
村医疗服务体系发展的大势。以
乡镇卫生院为例，2024 年，全省依
托中心乡镇卫生院建成了 100 所
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有 119 所乡
镇卫生院通过了二级医院评审；
328 所薄弱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
诊疗设备、服务能力全面达标。

大学生乡村医生越来越多

“我就是考城人，小时候的成

长环境让我知道村里的老百姓看
病难。所以，我选择了临床医学
专业，学成后回到了家乡。”2008
年自新乡医学院毕业后，订单定
向生谢昂陆回到家乡，投身基层
医疗事业，履约到期后，依然选
择坚守。目前，他已成为考城卫
生院的外科主任，在当地小有名
气。

“人才培养不易，要爱才更要
惜才。”王岩说，近年来，对于像谢
昂陆这样的订单定向生，或通过

“369”人才特招、“三支一扶”等的
年轻毕业生，考城卫生院采取积极
落实编制保障、最低工资待遇等一
系列激励措施，以留住这些宝贵的
人才。同时，该院还鼓励在职职工
通过继续教育、在职培训、进修学
习、远程医学教育等方式，提升自
身技术水平。目前，考城卫生院拥
有医生 60 名，其中本科以上学历
者 47 人（比例达 78%），“老、中、
青”人才队伍结构逐步优化，激发
了卫生院健康发展的活力。

针对乡村医疗卫生人才“引

不进、育不好、留不住”的难题，周
口市通过建机制、招人才、稳队
伍、搭平台、强服务“破题”。

据周口市卫生健康委相关人
士介绍，该市成立了大学生乡村医
生专项招聘工作专班，出台基层卫
生人才招聘计划实施方案，积极引
导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确保多渠
道补充基层卫生专业人才机制有
序推进、有效落实。今年以来，周
口市累计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271
名，有效充实了乡村医疗卫生队
伍。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供的数
据显示，近年来，全省基层人才队
伍持续优化。2024年，全省累计公
开招聘大学生乡村医生 1200 名，
订单定向培养大学生乡村医生500
名（含中医）；校园培训 1000 名优
秀在岗乡村医生；完成 1250 个家
庭医生团队、16.6万名基层卫生人
员培训，完成基层骨干医师、乡村
医生培训 10588 人；全省纳入“乡
聘村用”并签订劳动合同的乡村医
生人数达1.26万人。

让中国细胞治疗“闪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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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分，卢氏县漫山遍野的
连翘迎来了属于它们的高光时刻。
金黄色的连翘花绽放在枝头，将整
个山林装点得一片灿烂。4月初，花
期渐过，叶芽悄然冒出。谁能想到，
这些嫩绿的叶芽，竟成了茶农们发
家致富的“金”叶。

当下，无论是卢氏县广袤的野
生连翘林，还是成规模的连翘示范
种植基地，都能看到采茶人忙碌的
身影。他们专注地采摘着连翘嫩
芽，动作娴熟而迅速。

卢氏县的连翘制茶企业早早发
布通告：“即日起开磅收购，品质上
乘的连翘叶芽每斤能卖到20元，收
购期大概持续50天。”

卢氏县作为连翘种植大县，
连翘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三分
之一，全县连翘资源达 200 余万亩
（1亩=666.67平方米）。

说起用连翘嫩叶制茶，就不得
不提到卢氏农民杨献民。今年65岁
的他，早年在外省从事绿化工作，积

累了丰富经验后回到卢氏，创办了
献民林场，负责19万亩野生连翘林
和省级连翘示范种植基地。2013
年，杨献民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
植物研究所携手，共同研发野生连
翘茶，填补了中国连翘制茶领域的
空白。在他的带动下，卢氏县的连
翘叶制茶企业及合作社不断发展，
如今已有3家。

“这个时候的连翘叶芽特别鲜
嫩，用它们加工出来的连翘芽茶品
质好、口感佳。我们现在采摘一天，
轻轻松松就能收入150多元。”卢氏
县范里镇三门村村民吴治峰满脸笑
意地说。采摘连翘嫩芽的工作门槛
不高，男女老少都能参与。一个采

摘季下来，一个人就能增收五六千
元。

萎凋、杀青、揉捻、干燥、色选、
提香……在三门村一家连翘茶生产
企业的车间里，制茶的一道道工序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车间主任杨
晓芬介绍，2024年，这家企业开始生
产连翘绿茶、红茶，年产量400多吨，
创造产值 8000 余万元。其中，支付
给农民的连翘嫩芽货款及工人工
资，就高达4000多万元。

记者来到位于卢氏县开发区的
一家连翘茶生产企业，包装车间内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连翘茶的销路特别好！目前，
卢氏县的连翘茶已经销往全国20多

个地市，甚至远销香港特别行政
区。”工人邱霞难掩自豪地说。

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
任委员、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主
任中药师闫红敏对连翘茶的功效给
予了高度评价：“连翘茶传承《本草
纲目》中‘茎叶主心肺积热’的古训，
以茶引药，能够清心火、安神志；化
药为饮，可泻肺热、平咳喘。”

目 前 ，卢
氏县已开发出
野 生 连 翘 芽
茶 、蒲 公 英 配
方茶、茶饼、凉
茶饮品等五大
系 列 32 款 产

品。此外，当地还新研发了连翘酒
系列产品，不久后也将正式投放市
场。

4月的连翘茶采摘季结束后，卢
氏县的人们又开始期待7月连翘果
的成熟。如今，中药材产业已然成
为卢氏县群众致富的新路径、推动
乡村振兴的新动力，为这片土地带
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

金花开后生“金”叶
本报记者 朱晓娟 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郑大一附院开展
新型生物二尖瓣置换手术
本报讯 （记者常 娟）4 月 2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郑大一附院）心血管外科
医学部主任张新带领心外科团
队，成功完成河南省首例新型生
物二尖瓣置换手术，标志着河南
省心脏瓣膜病治疗正式迈入“生
物 瓣 膜 全 生 命 周 期 管 理 新 时
代”。

55 岁的二尖瓣重度狭窄伴
重度关闭不全患者赵女士成为

此次手术的受益者，她将借助这
种新型心脏瓣膜重获新生。

8 年前，赵女士无明显诱因
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间有咳
嗽，偶有咳痰，发作时伴随气短、
乏力症状，休息后逐渐缓解。对
此，赵女士和家人并未重视。最
近两年来，赵女士感觉上述症状
发作比以前频繁，来到郑大一附
院心血管外科就诊。心脏超声
检查结果提示，赵女士因风湿性

病变导致二尖瓣轻度狭窄伴随
重度关闭不全。

赵女士是一名攀岩爱好者，
对术后的长期生活质量要求较
高。张新团队了解到赵女士的
需求后，积极组织多学科会诊，
最终确定使用新型生物二尖瓣
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赵女士生
命体征平稳，瓣膜功能良好。

此例手术为全国首批、河南
省首例新型生物二尖瓣置换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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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护士都很关心我，
王主任经常来看我，治疗师给
我做检查时特别有耐心……
我一定要把这份报纸带给他
们。”近日，宁先生特意来到
黄河三门峡医院南院区神经
内科一区（高血压/眩晕专
科）送感谢信。他把细心标
注好名字的档案袋，分别送
给了多位医务人员。这其
中，一张刊载有《黄河三门峡
医院南院区：优质服务暖人
心 七旬老人表谢意》的报
纸，引发了大家的注意。

原来，宁先生因耳石症
导致头晕于 3 月 5 日到黄河
三门峡医院南院区治疗。该
院神经内科一区主任王胜利
为宁先生进行了手法复位治
疗。3 月 6 日下午，午休后耳
石再次脱落的宁先生打电话
联系了王胜利，准备到院治
疗。

随后，王胜利一直在院
内等待宁先生。当天 17 时
许，宁先生到来后，王胜利为
他进行了详细的体格检查，
除耳石症外，还考虑合并有
前庭功能减退。鉴于病情复
杂 ，宁 先 生 办 理 了 入 院 手
续。当时，早已过了下班时
间，王胜利依然与夜班医生
一起，为宁先生确定了治疗
方案，并安排对症用药，及时
缓解了宁先生的症状。

宁先生在神经内科一区
住院期间，科主任、主管医
生、耳石复位技师等医务人
员始终陪在他左右，为他精
心检查、治疗。察觉到宁先
生情绪有些焦虑，医务人员
更是经常到病房看望安抚，
给予心理疏导。经过一周的
精心治疗和护理，宁先生的
头晕症状完全消失，耳鸣症
状明显减轻，于 3 月 13 日顺
利出院。

“从入院到出院，每一个
环节都让我感到温暖和放
心。医务人员总是面带微
笑，耐心解答我的疑问，像对
待家人一样关心我。”这份温
暖深深印在宁先生的心中。
于是，心怀感激的宁先生 3
月 18 日专程到三门峡日报
社，递交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并讲述了
自己的住院感受。

3月25日一早，宁先生将精心打印的感谢
信送到黄河三门峡医院本部的综合办公室，
还特意将感谢信和刊载有他住院的报纸，送
到黄河三门峡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医务人员
手中。

“挺意外的！宁先生出院那天我不在病
房，他已经特意给我打电话表示感谢了。没
想到他会往报社送感谢信还发了报道。更没
想到的是，他又特意回来给我们送报纸。这
份心意让我们很感动！”王胜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