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 史 尧
通讯员宗 楠）3月24日下午，由河南
省卫生计生委、河南省扶贫开发办公
室主办，医药卫生报社等承办的河南
省“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
贫专项行动首站在光山县启动。河
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良启、省扶
贫办副主任郭奎立、信阳市委副书记
刘国栋参加启动仪式。省卫生计生
委副巡视员周勇主持仪式。

据介绍，“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活动于 2014 年启动，已在河南
兰考、内黄、郏县、洛宁、新县等 18
个县培训基层医生 9200 人次，直接
受益群众 6.5 万余人次。此次活动
在原“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活
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机制、充实
力量、丰富内涵，升级为“健康中原
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专项行
动，重点在河南贫困地区开展，向贫
困群众宣传健康扶贫政策、普及健
康素养知识。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
扶贫专项行动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农村
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和贫困地区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全面提高农村贫
困人口健康水平。此次健康扶贫专
项行动走进光山县，除了组织开展义
诊活动、医疗业务帮扶、举办科普讲
座，还开展基层医生科普技能培训、
健康科普进万家、健康服务进千户等
一系列公益活动，让健康专家走进贫
困户家里、走到田间地头，一对一地
指导贫困人员健康生活，让他们少生

病。
郭奎立说，省卫生计生委积极响

应省委、省政府号召，认真履行行业
责任。在“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
健康扶贫专项行动中，全省计划开展
各种健康宣讲1万场次、省级示范活
动 12 场次，将组织 300 多万人参加，
向贫困群众宣传健康扶贫政策、提供
健康医疗服务、普及健康知识、倡导
健康生活方式，为贫困群众减轻负
担、减少病痛，为全省脱贫攻坚加油
助力。

王良启说，一直以来，河南省卫
生计生委等各级卫生计生部门认真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决策部署，
紧紧围绕“使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
得好病、看得上病、少生病”的目标，
统筹谋划，开拓创新，推动全省健康
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此次专
项行动，通过开展一系列公益活动，
进一步提升当地医疗卫生机构诊治
疾病的综合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健
康意识和医学科学素养，确保到2020
年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平等享有安全、
有效、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

3月25日，由省、市、县三级医疗
机构专家组成的 17 支医疗小分队赴
光山县泼陂河镇等 17 个乡镇进行科
普巡讲和义诊，对10个贫困户进行疑
难病诊治。

此次活动，只是河南省“健康中
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专项行
动的起点。河南省卫生计生委计划

在2018年走遍全省12个国家级贫困
县，通过开展“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
心”健康扶贫专项行动，普及健康素
养基本知识与技能，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提高贫困人员的健康素养
水平，真正健康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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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本报讯（记者史 尧）3月23日下
午，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委机关和直属
单位干部大会。省卫生计生委主任、
党组书记阚全程介绍了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盛况，
强调要认真学习习主席有关讲话及
会议精神。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周
学山主持会议。在郑委领导，委直属
和联系单位班子成员，委机关全体干
部职工参加会议。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于 3 月 5 日~20 日在北京召
开，这次大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在会上，阚全程全面介绍了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强
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系统传达了政府工作报告、宪
法修正案、监察法和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主要精神，就如何学习贯彻
落实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习近
平同志是全党拥护、人民爱戴、当之
无愧的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
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
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习近
平同志全票当选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
择、时代的选择，是党心所向、民心
所盼、众望所归。全省卫生计生系
统全体干部职工要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撸起袖子加油干，为健
康中原建设做出新贡献。

会议强调，省卫生计生委要在全
省卫生计生系统率先垂范，带头学习
好、宣传好、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重要讲话精神

和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结
合2018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安排，下
力气抓好深化医改、健康扶贫、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重大疾病防控、医疗服务质量提升、
中医药和健康产业发展等工作，不断
开创卫生健康工作新局面。

一要迅速传达学习。把学习贯
彻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精心组织，认
真部署，与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深刻把握精
神实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

“四个自信”，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的热潮，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决策部署上来。

二要抓好贯彻落实。坚决服从
和支持改革发展大局，从全省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的高度，结合卫生计生工
作实际，提高政治站位，找准自身定
位，扎实努力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会和政府工
作报告的部署要求、机构改革任务以
及宪法法律赋予卫生健康工作的重
要职责等不折不扣地落实到实际工
作中去。

三要稳步推进工作。委机关各
处室，委直属和联系单位要根据2018
年全省卫生计生工作要点，结合自身
实际，制定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
强化推进措施，认真抓好落实，确保
卫生计生各项政策落地并取得实效；
要及早筹备，与有关部门联系对接，
尽早谋划机构改革涉及省卫生计生
委的职能分工，并严格按照省委、省
政府的统一安排，确保机构改革任务
顺利完成，确保相关新增职能平稳顺
利交接。

四要加大督查力度。按照 2018
年全省卫生计生重点工作和目标任
务，明确责任分工和质量标准，列出
任务完成时间节点，加强日常督促检
查，定期实行考核问效，6月底将组织
对各项重点任务落实情况进行中期
考核，确保各项工作按节点扎实推
进。

五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行风
建设工作。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好主
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
正的干事氛围。要抓好监察法的学
习和宣传，实现公职人员、医务人员
全覆盖，继续落实医疗卫生行风建设

“九不准”要求，提振精神、转变作风，
敢于担当、奋发作为，以良好的精神
状态、扎实的工作作风，狠抓各项任
务落实，努力推动卫生计生工作高质
量发展，确保健康中原建设取得重大
进展。

入春以来，“痄腮”患者明显多了起来，
其中有小学生，也有青年人、中年人。对于

“痄腮”，很多人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
为很多人小时候都得过这个病；说陌生，是
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个病了解不多或很片面，
也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据考证，“痄腮”病名
最早出现于宋代《幼幼新书》，现代医学称其
为流行性腮腺炎，简称流腮，是指以患者面
部耳下或耳旁腮腺区肿大为主要特征的一
种疾病，常起病较急，伴有局部疼痛、发热
（体温可达39摄氏度以上）、头痛、咽痛、食欲
不佳甚至恶心、呕吐、全身不适等。流腮好
发于冬春季节，发病时，腮腺肿胀通常先发
生于一侧，1～4天后逐渐累及对侧。口内腮
腺导管开口处早期可有红肿，但挤压腮腺并
无脓性分泌物自开口处溢出，这与急性化脓
性腮腺炎明显不同。患有流腮时，颌下腺可
同时被累及。此外，有些患者仅表现为颌下
腺肿大。该病可持续10～14天，并可通过飞

沫在易感人群中传播。
对于流行性腮腺炎，大家要避免几个认

识误区。
只有儿童或青少年才会患流腮吗？事

实上，成年人也会感染腮腺炎病毒，发生流
腮，还可能伴有全身并发症。

流腮只发生于腮腺吗？流腮不仅发生
于腮腺，还可波及颌下腺。

打过流腮疫苗就不会再感染腮腺炎病
毒吗？接种流腮疫苗并非意味着所有接种
者从此就能高枕无忧，仍有少部分接种者会
感染腮腺炎病毒。

血清淀粉酶检验结果正常，可排除流腮
吗？血清淀粉酶检查是临床上诊断流腮的
重要辅助手段，但在病变早期未必就能显示
异常升高。因此，对于血清淀粉酶检查结果
正常的可疑流腮患者，应进一步进行血清补
体结合试验，并严密观察病情发展情况。

治疗流腮必须加用抗生素吗？除非显

示患者合并细菌感染，一般不需要使用抗生
素治疗。

那么，怀疑得了流腮后，大家应该怎么
办？及时去医院找医生诊断与治疗是首
选。若被确诊为流腮，应接受抗病毒及对症
治疗，比如口服蒲地蓝、静脉滴注利巴韦林、
外敷如意金黄散等。

传染病病例上报。流腮属于丙类传染
病，根据国家对于传染病管理的相关规定，
患者及家属应积极配合医生完善相关信息，
完成流行性腮腺炎病例的上报工作。

隔离、休息。流腮患者应与健康人分开
居住，居室定时通风换气，保持空气流通。
如果患者是学生，则暂时不要去学校，一般
应待腮腺肿胀完全消退 1 周后再上学。此
外，患者还要注意合理饮食、保持口腔卫生。

严密观察病情变化。患者如果出现持
续高热、剧烈头痛、呕吐、腹痛等严重全身症
状，应立即到医院就诊。

流腮具有传染性，可引起群体暴发与流
行，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采取哪些措施，能够
有效预防流腮呢？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及生
活习惯，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接种疫
苗是预防流腮最有效的方法。目前常用的疫
苗有流腮减毒活疫苗与麻疹-风疹-腮腺炎
三联疫苗。室内要注意通风，家里可用0.2%
过氧乙酸消毒。流腮流行期间，大家要尽量
避免到人员密集、空气流动性差的公共场所；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可戴防护口罩。目前
尚无特效预防药物。未得过流腮且未接受过
相关疫苗注射、与流腮患者可能发生接触的
人，一般可用板蓝根30克或金银花9克煎服，
每日1剂，连服6天。患流腮后，患者应立即
与健康人隔离；鼻咽分泌物要及时清理，毛
巾、餐具等要消毒煮沸，并与其他人分开使
用。患者隔离期一般从起病到腮肿完全消退
为止，约3周。

（本报记者冯金灿整理）

彭利伟，男，46 岁，
口腔医学博士，主任医
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河南省人民医院口腔
医学中心副主任、口腔
颌面外科主任、口腔正
畸科主任；中华口腔医
学会口腔颌面外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
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
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
牙医学院做访问学者，
研修正颌外科；擅长口

腔颌面外科专业领域疑难疾病的诊治，能独立主刀
完成本专业各类大型手术，尤其是口腔颌面部肿瘤
的根治手术及功能修复重建手术，颌面骨复杂骨折
的手术，牙颌面畸形的正颌外科治疗；以第一作者或
通讯作者在国内外专业杂志发表学术论文近30篇，
其中SCI（《科学引文索引》）期刊3篇，中华核心期刊
3 篇，主编出版专著 1 部；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
科技攻关项目各1项。

“痄腮”的认识误区与防治
河南省人民医院 彭利伟

介绍会议盛况 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
省卫生计生委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就学习贯彻习近平讲话精神和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出部署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杨
须）3月24日上午，由河南省卫生
计生委、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疾
控中心和郑州市卫生计生委主
办，以“开展终结结核行动 共建
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的第二十
三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义诊宣传
活动在郑州大学举行，宣传普及
结核病防治知识，提高公众对结
核病危害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共
同行动起来预防和控制结核病。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黄红
霞、郑州大学副校长谷振清、河南
省疾控中心主任郝宝林等参会，
并为“河南省最美防痨人”代表和
在省会高校结核病防控知识竞赛
中获奖的学生颁奖。黄红霞还现
场为“百千万结核病防治知识传
播活动”志愿者团队授旗。

据郝宝林介绍，2017年，全
省结核病防治机构共登记活动
性肺结核患者56158例，其中传
染性肺结核患者占25.2%。从全
省登记的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性
别分布情况来看，男性占70％，
女性占30％。从年龄分布情况
来看，15~35岁年龄组登记的患
者数明显增多，45~65岁患者数
呈现高峰。从职业分布情况来
看，农民占 80％，居第一位；其
次是家政行业从业人员和待业
人员，占6.3％；排在第三位的是
学生，占 5.3％。从年度时间分
布情况来看，第二季度登记的患
者略高于其他 3 个季度。2017
年 ，河 南 登 记 治 疗 满 一 年 的
58326例肺结核患者中，治疗成
功率达93.0%。

“青少年成为疾病高发人
群，主要是因为其正处在发育
期，同时又多是群体生活，易被
传染。老年人之所以成为高发
人群，则是因为这部分人免疫力
低下。”郝宝林说，在人群密集场
所，如学校、监狱、养老机构等，
一旦有结核病传染源长期存在，
极易造成聚集性疫情，甚至构成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给公众健康带来极大威
胁，造成社会恐慌。特别是在学校环境中，结
核病发病及传播风险高，学校结核病防控任
务艰巨。老年肺结核患者因常伴发其他疾病
而使治疗管理难度增加，老年结核病的防控
挑战不容忽视。此外，耐多药结核病的传播
流行、糖尿病患者众多等因素，也对全省结核
病防控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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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 提高贫困人员的健康素养水平

“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专项行动走进光山县

专家团队走进光山县泼陂河镇贫困群众家中义诊 史 尧/摄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罗
亚飞）3月26日，河南省卫生计生委召
开 2018 年全省卫生计生（中医）财务
工作会议，系统总结2017年以及十八
大以来全省卫生计生财务工作，分析
形势，明确任务，部署 2018 年全省卫
生计生财务工作。河南省卫生计生
委主任阚全程、副主任王良启参加会
议并讲话。

2017 年，全省卫生计生财务系
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精神，围绕全省卫生计生中心工

作，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健康中
原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
实施健康扶贫工作为主线，攻坚克
难，开拓进取，务实重干，狠抓落
实，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主要表
现为资金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医疗
服务价格改革平稳推进、经济管理
和审计监督不断加强、改革创新工
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不断深
化 、健 康 扶 贫 取 得 阶 段 性 明 显 成
效，为全省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
提供有力保障。

2017年，全省各级财政医疗卫生

经费达到 848 亿元（含补助供方、需
方），比 2013 年增长 53.57%。十八大
以来，全省卫生计生经费投入持续发
力。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从
2012 年的 25 元提高到 2017 年的 50
元，翻了一番，今年还要再增加 5
元。基本医保（新农合）人均财政补
助 标 准 从 2012 年 的 240 元 提 高 到
2017 年的 450 元。独生子女伤残特
别扶助、独生子女死亡特别扶助标
准，分别提高到城乡统一的 540 元、
6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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