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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镇平县卫生计生委要
求当地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实现卫生医
疗转型，积极推动医养结合工作，并要求相
关股室对各单位的医养结合工作情况进
行督查考核，确保医养结合工作顺利实
施。

为了推动医养结合工作向前迈进，镇
平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县、乡医疗卫生机构
的负责人赴新野县参观学习，并提出要求：
医疗卫生机构内要增设中医药康复科；在

入住率较高的养老院内开设门诊或医务
室，向老年人提供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诊
疗服务，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提供中医
药理疗服务，向老年人提供养生养老服务，
并开展健康教育、健康咨询活动；针对全县

“五保”老人、低保人员、优抚对象和建档立
卡的贫困人口住院所发生的医疗费用及基
本医疗保险、民政二次救助、大病保险、大
病补充保险及健康扶贫的报销情况进行了
详细说明；要求集中供养入住率较高的高

丘镇、老庄镇、安子营镇、石佛寺镇等乡镇
的敬老院，医疗卫生机构在养老机构内设
置门诊或医务室，对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
疗服务；要求遮山镇、马庄乡、二龙乡、郭庄
乡、黑龙集乡等乡镇卫生院床位使用率不
高，常年住院患者不多的，须增设中医药治
疗康复科，对老年人提供必要的医疗服
务。各单位要结合实际情况，并参照 105
种中医临床诊疗、路径，开展诊疗项目。

（乔晓娜 方 圆 梁庆红）

“营养包，包营养，儿童吃了
保健康。”从2014年起，在河南省
的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县柘城县，
这样的宣传语已经成为婴幼儿家
长们耳熟能详的儿童营养“健康
宝典”。

自 2014 年 6 月，柘城县作为
试点开始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
养改善项目”以来，全县 6~24 月
龄的婴幼儿每天都可以吃上1包
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
营养包，全县儿童生长发育和婴
幼儿贫血发生率分别较项目实施
前下降了20%和5%。

“3年来，此项目已在柘城县
23个乡镇全面覆盖，全县共发放
5.8 万余盒，惠及近 5 万名儿童。
此项目也受到了群众和婴幼儿家
长的一致好评。”柘城县副县长刘
玉峰说。

四级督导
让每位婴幼儿看护人了解营养包

“给孩子吃的东西，我们最担
心的是质量问题！”“免费的营养
包真的会补充营养吗？”同不少项

目地区一样，贫困地区婴幼儿家
长对营养包的不认同、不了解，是
项目实施初期柘城县遇到的最大
难题。

为此，全县打响了县域内科
普知识“宣传仗”。电视新闻、平
面媒体等，几乎与柘城百姓生活
相关的角角落落都可以看到相
关营养包发放的科普宣传品。
渐渐地，在微信里介绍营养包
服用效果良好的家长群自发建
立起来了，城镇中主动要求给
孩子吃营养包的家庭也多了起
来。

看到了良好的口碑，柘城县
卫生计生委还是在督导落实项目
质量上稳扎稳打。通过逐级培
训，全县县、乡、村三级的项目相
关工作人员营养包项目培训覆盖
率达到100%，婴幼儿看护人喂养
知识的培训率也达到了 100%。
现在，柘城县还进一步明确了县、
乡、村、婴儿看护人四级督导制
度，确保营养包科学喂养、正确喂
养到每名适龄儿童。

规范监测
让每个营养包发挥实效
除了科学普及营养包知识、

准确发放营养包到户之外，规范
监测营养包，改善贫困地区儿童
营养，改善贫困地区6~24月龄的
婴幼儿对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
等营养素的摄入状况、营养改善
情况，是项目更为重要的实施目
的。

为此，柘城县的每家乡镇卫
生院都设置了健康教育室、信息
登记处、问卷调查处、身高体重测
量处、血红蛋白测量处、问卷审核
处，全程规范监测每名进入项目
儿童的身体情况和营养改善情
况；针对双胞胎、多胞胎等特殊群
体，县、乡、村三级营养包负责人
还会以入户走访、定期家庭随访
等形式，与家长交流营养包服用
情况。

“孩子吃营养包前体格偏瘦、
吃饭少、身体抵抗力有点儿差。
吃了几个月后，孩子吃饭多了、免
疫力增强了，体检还显示智力和

骨骼发育也得到了改善。”柘城县
牛城乡梁老家村村民梁洪鹏（家
有 18 个月大的宝宝）说，以前村
里人养孩子只觉得吃饱就好，现
在及时补充营养包已经成为婴幼
儿父母们追求的“时尚”。

“向我咨询营养包咋吃的邻
居不少，村里也会有专人来记录、
检测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梁洪
鹏说。

目前，柘城县还将全县各个
乡镇服用营养包儿童的监测成效
按照生长迟缓率和贫血率进行排
名，并对两项指标排名较低的乡
镇进行重点督导，确保每个营养
包都能够发挥作用。

营养保障
让“柘城样本”在全省推开
8 月 29 日，2017 年河南省贫

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培训暨
现场交流会在柘城县召开，这也
让柘城营养包发放的健康扶贫探
索成为全省其他贫困地区项目县
学习的样本。

截至目前，“贫困地区儿童营

养改善项目”在河南省的10个国
家集中连片贫困县实现全覆盖，累
计受益儿童已达17.4万人，在服营
养包婴幼儿为11.12万人，贫困地
区儿童营养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结合《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
展规划（2014~2020 年）》提出的

“到2020年，贫困地区5岁以下儿
童生长迟缓率降低到 10%以下、
低体重率降低到5%以下、贫血患
病率降低到 12%以下”，以及“扩
大贫困地区困难家庭婴幼儿营养
改善试点范围”等要求，2017年，
河南省在原有项目试点县的基础
上，新增汝阳县、镇平县、睢县、固
始县4个国家集中连片贫困县为
项目试点县，以“整乡推进”的方
式发放营养包，进一步扩大受益
面。“柘城样本”也将帮助这些新
的项目县，实现健康扶贫的精准
对接。

镇平县卫生计生委要求

养老院内要开设门诊或医务室

贫困县里的营养保障
——柘城县实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的经验解读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张春晓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杨 骏）记者10
月10日从罗山县人民医院获悉，该院神经内科被
信阳市卫生计生委确定为市级临床重点专科。

为了加强特色专科建设，带动综合服务能
力持续提升，罗山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以诊治
癫痫、周围神经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焦
虑等心理疾病为主，年收治患者达到 4000 余人
次，并对高血压病、脑卒中患者开展宣教与筛
查，进行一级、二级预防干预。

据了解，根据《2016~2018信阳市市级临床重
点专科建设工作方案》《信阳市市级临床重点专
科评审标准（试行）》以及各参评单位申报的信阳
市市级临床重点专科申报书，信阳市卫生计生委
组织评审专家组，对全市46个申报专科进行资料
审核、现场评审及公示之后，确定罗山县人民医
院神经内科等11个评审成绩优良的专科为市级
临床重点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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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方城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深入赵河镇开展义诊活动。该院消化内科、神经内科、中医康复科
的专家们为群众测量血压、开具处方，并进行健康指导，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乔晓娜 臧琳琳 方 圆/摄

昨日，平舆县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举办患者跌倒应急演练，使
全科医务人员进一步掌握了突发患者跌倒后的应急处理方法及抢
救措施。

丁宏伟 赵 勇/摄

10月3日，修武县人民医院外六科医生马靓轩为受伤的游客包
扎伤口。国庆节期间，修武县卫生计生委组建了9个医疗服务队，
300余名医务人员放弃节假日，为来到云台山景区的游客提供医疗
保障。

高新科 李 峰/摄

本报讯（记者赵忠民 通讯
员宋玉梅）近日，虞城县卫生计
生委、县科教文卫体工委联合举
办医疗质量及管理知识技能竞
赛，激励全县广大医务人员钻研
业务，切实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
和操作技能。全县 31 家医疗卫
生机构共选出 53 名选手参加了
此次竞赛。

本次竞赛的主题是“理论实

践相结合、岗位练兵显身手”。整
场竞赛分为综合笔试和技能操作
两部分。其中，综合笔试成绩占
30％，操作技能成绩占70％。

为了确保竞赛顺利开展，虞
城县卫生计生委出台了方案，成
立了组委会，并从县直医院抽调
6名专家担任评委。经过激烈角
逐，共评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
名、三等奖5名。

虞城县开展医疗质量
及管理知识技能竞赛

丁零零……
“您好，这里是济源市坡头镇

卫生院，您有什么需要帮忙吗？”
“我是柳峪沟村的薛同芳，我

的儿子几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了。
我想找我的家庭医生侯继源来给
孩子看看。”

“好的，侯继源医生会和您联
系的。”

放下电话，坡头镇卫生院
的行政值班人员立即通知侯继
源。

薛同芳，男，70岁，视网膜脱
落，双眼失明；其子薛丰收，45
岁，先天性脑瘫，残疾。

群众的需求就是命令。侯继
源抓紧处理好手头的工作，第一
时间联系薛同芳，准备了药品，开

着车风驰电掣地驶向十几公里以
外的柳峪沟村。

车子刚进柳峪沟村，路边坐
着的一位老人引起了侯继源的注
意。侯继源一看，这位老人就是
薛同芳。原来，薛同芳是拄着拐
杖、蹒跚着走到村口迎接他。侯
继源一声招呼，薛同芳颤颤巍巍
地站起来，激动地说：“太感谢您

了，侯医生，快给孩子看看吧！可
怜的孩子不会说，也不会表达。”

侯继源扶着薛同芳，一边让
他往车上坐，一边说着安慰的
话。侯继源来到薛同芳家的街道
口，远远地就看到薛丰收坐在大
门口，于是快步走过去。

听诊、触诊、叩诊、看舌苔、量
血压、测体温……询问和检查后，

侯继源从随身携带的药箱里面取
出药来，并把药品包好，“交待”薛
丰收一次服用一包。

看到儿子得到了及时医治，
薛同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不停
地表示感谢。一小时过去了，安
顿好薛同芳和薛丰收之后，侯继
源赶紧回到坡头镇卫生院继续工
作。

今年 10 月 10 日是第 27 个
世界精神卫生日，“共享健康资
源 共建和谐家庭”是今年的活
动主题。目前，同心协力关心精
神卫生与心理健康事业，共同推
动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创新与
发展，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社会积极参与精神
卫生工作，共同承担防治责任和
义务，推动形成理解、接纳、关爱
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氛围，保护
和促进公众心理健康，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加强精神卫生、心理
健康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心理
健康，社会和谐”风气正在形成，

精神卫生与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逐步纳入国家治理体系。

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精神
分裂症、失眠症、抑郁症、焦虑
症、适应障碍和儿童少年期行为
问题，还有一些心理问题，如自
杀、酗酒、吸毒等。但是，没有精
神障碍并不代表精神完全健康，
出现精神卫生问题不一定就是
精神疾病。随着生活压力的不
断增大，很多人都处在心理亚健
康状态。每个人一生中几乎都
会不可避免地出现精神卫生问
题，如自卑、自杀。这些问题妨
碍了个人的成长和发展。

很多患者和家属认为抑郁
症等精神疾病是思想问题，或者
害怕受到世俗偏见的歧视，因而
讳疾忌医。我国精神疾病患者
已达到 1600 万人，接受治疗的
人只占全部患者的20%，80%的
患者没有得到治疗。

其实，精神疾病并不可怕，
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要积极
治疗，要告诉自己：“我是很痛
苦的情绪感冒，但只要到精神
心理科接受正规治疗，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此外，家人和社
会的关心与宽容可以帮助患者
得到更加及时、更加有效的治

疗和照顾。
近年来，驻马店市第二人民

医院（豫南精神卫生中心）秉承
“厚德尚学 精博至善”的院训，
坚持“敬畏生命 谦卑服务”的服
务理念，全力打造管理科学、技
术一流、服务一流、设备先进、环
境优美，集医疗、康复、预防、教
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化三级甲
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目前，该
院“建筑园林化、生活家庭化、管
理开放化、治疗综合化”，为豫南
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碍患者带来
了全新的就医感受。该院先后
承担国家“863”“973”等国家级

精神卫生研究课题4项，与中国
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共同成立
了“脑网络研究联合实验室”，其
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先后获评

“中国百家百姓信赖的精神卫生
医疗服务机构”“省级文明单位”

“省级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卫
生系统先进集体”“河南省群众
满意医院”等；2017年通过三级
甲等专科医院现场评审。在全
社会关心支持下，该院将为豫南
及全省更多的精神疾病及心理
障碍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为建设健康河南、健康驻马店做
出更大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郑治明）近日，洛宁县卫生计
生委邀请4名专家现场授课，对
全县各乡镇卫生院公卫人员、乡
村医生共计300余人进行了严重
精神障碍管理知识培训，进一步
提高医务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的管理水平。

洛宁县卫生计生委要求，一
是抓住发展机遇，积极构建精神

卫生服务体系；二是规范管理治
疗，提高精神疾病患者治疗率；
三是加强健康教育，普及精神卫
生知识。

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参
会人员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
范化管理的认识，增强了责任意
识，对保障和改善严重精神障碍
患者的健康，推进和谐社会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洛宁县传授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知识

共享健康资源 共建和谐家庭
驻马店市第二人民医院 范大庆

家庭医生上门服务侧记
□王正勋 侯林峰 常 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