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层快讯

舞阳县卫生计生委获“河南省驻村第一书记选
派工作先进单位” 近日，记者获悉，舞阳县卫生计
生委被河南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扶贫办评为“河南省驻村第一书记选派工作
先进单位”。

据介绍，近年来，舞阳县卫生计生委围绕全县
脱贫攻坚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着力推进
健康扶贫，做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出亮
点”，在高标准完成村级卫生室建设、合格村医全覆
盖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推出了“五道保障线”

“四免两减”优惠政策，开辟了绿色通道，发放了“暖
心药箱”等，在防控因病致贫、落实健康惠民政策
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得到上级有关部门和
领导的认可。

（王明杰 王倩男）

襄城县26家单位集中开展爱国卫生月宣传活
动 4月11日上午，襄城县卫生计生委联合县爱国
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组织26家单位在市政广
场开展以“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为主题的第三
十个爱国卫生月集中宣传活动。

全县 26 家单位通过设立咨询台、悬挂横幅、
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单和宣传画等形式向广大市民
宣传、讲解疾病预防、卫生县城创建、病媒生物防
制、环境卫生整治等知识。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
务人员现场开展了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健康咨询、
健康教育等服务。此次活动共摆放宣传展板 50
块，悬挂宣传条幅 30 条，发放公民健康素养图书
600余册、宣传单2000余份，接受群众健康咨询600
余人次，义诊200余人次。 （王正勋）

民权县卫生计生委召开贯彻落实“两个办法”
工作推进会 为了进一步落实《商丘市医疗机构不
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和《商丘市医师不良执
业行为记分管理办法》（即“两个办法”），近日，民权
县卫生计生委组织召开了全县贯彻落实“两个办
法”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一是要正确理解推行不良执业行为
记分管理办法与日常卫生计生监督执法管理的关
系，实施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制度；二是协同配
合，信息共享，严格落实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规
定，建立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及注册执业医师、执业
助理医师不良执业行为记分管理档案，并将不良执
业行为记分登记结果作为评先评优、年度考核、医
院评审、机构校验等方面落实惩戒措施的重要依
据。 （赵忠民 孙 琰）

爱心演出温暖老人心 4月15日，新郑市人民
医院医养中心工作人员联合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医学院爱心志愿者，为入住该院医养中心的老人
送上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演出在歌伴舞《女儿情》中拉开序幕。随后，小
品《甄嬛后传》、手语舞《国家》、杯子舞《稻香》等节
目得到了老人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小品《扰民
了》、相声《新田螺姑娘传奇》等剧目更是把演出推
向了高潮。在演出现场，老人个个笑逐颜开。

据了解，新郑市人民医院医养中心曾多次组织
各种形式的活动，表达对该院医养中心老年人的关
爱之情。 （杨 须 郭杰辉）

濮阳县人民医院吹响“二甲”创建冲锋号 近
日，濮阳县人民医院召开创建二级甲等医院动员大
会，正式吹响创建“二甲”号角。

会议要求全院职工，一是做好组织保障工作；
二是牢记责任和使命，按照要求做好准备工作；三
是正视问题，找出差距，总结经验，针对问题提出整
改方案并加以解决；四是从上到下齐心协力，相互
配合，凝心聚力；五是针对创建工作中不作为、慢作
为的职工，严格落实问责制度，决不姑息。

（陈述明 李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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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基层 服务基层

本报讯（记者王 平 通讯
员李河新）4月13日，郏县全面开
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以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为重要抓手，不断
深化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目
前，该县12.1万户农村居民、9870
户城镇居民签订了家庭医生服务
协议，签约率分别达到 80.88%和
65.28%；同时实现了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城乡
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全覆盖。

自2017年以来，郏县健康扶
贫工作紧紧围绕“健康有人管、得
病有人帮、就医有保障”，通过精
准筛查贫困人口健康状况、完善

电子健康档案、分析患病情况大
数据等，精准确定健康帮扶对象，
全面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
保障“六道保障线”一站式结算；
持续实行医务人员“一对一”结对
帮扶因病致贫人员策略；大力推
进“互联网+医联体”建设，使贫困
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
到 100%，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全力推进健康扶贫工作落地
见效。

为了让基层群众享受到科技
发展带来的“红利”，郏县共组建
92 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全
面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时
利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实现市、

县、乡、村四级医生实时在线为
群众提供远程诊断、用药与健康
指导、线上咨询、电子处方等服
务，让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县级
及以上医院专家的诊疗，从而减
轻群众外出就医的负担。该县
还为每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
队配备了家庭医生服务箱、平板
电脑、自动血压计、红外体温计、
血糖仪等设备。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团队每月采取集中义诊、错
时入户等方式对分包行政村的
重点签约人群进行1次现场服务
或指导，并提供综合、连续、协同
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管
理服务等。该县还印制了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标牌1131块、
名片12万张，悬挂在村显著位置
和人口集聚地或发放至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群众家中，确保家庭
签约医生及时登门为群众诊疗，
第一时间掌握患者的病情，为治
疗疾病赢得时间；实现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从签订协议到履约服
务全过程痕迹化管理；结合健康
扶贫，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结
成“一对一”的帮扶队伍，由帮扶
医务人员为每名帮扶对象制定1
套符合其自身情况的医疗救治
方案和健康管理方案，每月入户
上门巡诊 1 次，及时了解帮扶对
象病情，对其进行用药指导和健

康管理，帮助其联系救治医院，
并全程跟踪服务，免费提供基本
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
务。

据了解，目前，郏县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让基层百姓真正实现了

“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的目
标，实现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到
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充分发
挥了家庭医生“健康守门人”的作
用，筑牢了基层医疗卫生“网底”，
有效推动了分级诊疗的实施，精
准对接百姓的就医需求，提高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服务效
率，进一步推动全县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工作健康快速发展。

郏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精准对接百姓需求

本报讯 （记者王正勋 通
讯员任永立 宁计永）4月13日
上午，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徐
衣显带领市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来到武陟县，就该县综合医改、
全省深化医改现场会武陟观摩
点筹备工作等进行调研指导。

在武陟县人民医院，徐衣显
详细了解该院医改工作的开展
情况，仔细询问该院在工作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徐衣显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深入研究医改过
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明白为
何要改、为谁而改，不能以改促

改；要做到保基本、可持续，持续
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医院“四
医”联动，不断总结成绩，完善措
施，破解难题，打好医改“组合
拳”。

在龙源街道东仲许村慈善
幸福院卫生室，徐衣显与乡村医
生亲切交谈，详细询问生活待遇
等情况，并勉励他们认真履行岗
位职责。

在龙源卫生院，徐衣显一行
走进公共卫生服务科、远程会诊
中心，认真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远程会诊等开展情况。徐衣

显强调，要深入推行分级诊疗制
度，加快医联体、医共体建设，扩
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优
化基层医疗机构人才结构，提升
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建立完善医
务人员推动改革的有效机制。

据了解，近年来，武陟县紧
紧围绕“保基本、强基层、建机
制”的新医改工作要求，以切实
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为
根本，大力实施基层卫生综合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院和县妇幼保健院整体
迁建工作顺利进行。全县538个

村集体卫生室全部达到省级标
准；大力引进人才以提高医疗水
平，共引进各类医疗卫生专业人
才365名；以医联体、医共体建设
为平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
让优质医疗资源延伸到基层；探
索创新“两定制一兜底”“3+3”健
康扶贫模式。

国家医改办多次组织专家
深入该县调研深化医改、健康扶
贫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工
作。该县先后获得“河南省医改
工作先进集体”“河南省卫生应
急综合示范县”等荣誉。

保基本 可持续 武陟打好医改“组合拳”

本报讯 4 月 12 日，记者从唐
河县卫生工作会上获悉，该县今年
要抓好“六件实事”，给人民群众带
来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深化改革，着力实现重点领域
突破。唐河县扎实推进公立医院
配套改革；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
革；稳妥推进分级诊疗工作；全面
加强医联体建设，推进县域医共体
建设；探索“县带乡、乡管村、县联
市”的医疗协作模式；县、乡级医疗
机构实行首诊制度，规范双向转诊
制度；完善药物集中采购监管机
制；6 月底前，药品采购全面推行

“两票制”。
加强管理，着力提升医疗质量

和服务水平。唐河县推进各级医
疗机构、医师、护士电子化注册，6
月底覆盖率达到 100%；聘请专家
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质量
和服务态度进行统一培训；持续改
善医疗服务，大力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和效率；探索实施医疗纠纷保险
制度；实施“患者满意提升工程”，
开展“卫生厕所”“健康食堂”“暖心
开水”行动；积极推进医养结合试
点工作。

围绕大局，打好健康扶贫攻坚
战。唐河县要“定向救治”“靶向治
疗”，做到精准识别，确保贫困人口
应保尽保；提升服务能力和保障水
平，完善县域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网
络，年底完成乡镇卫生院、乡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确保每个贫困村
有一个标准化村卫生室，每家卫生
院还要配备至少100种以上慢性病
患者常用药。

预防为主，着力加强公共卫生工作。唐河县加大公共卫
生服务工作力度；加强对村医的培训和技术指导，提升其业
务能力和水平；入驻“家医平台”，实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智
能化，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使家庭医生签约覆
盖率达到 30%以上，重点人群达到 60%以上，困难群众及计划
生育特殊家庭实现全覆盖；着力提高妇幼健康保障能力。

巩固成果，全面提升中医药工作水平。唐河县进一步巩固
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单位创建成果，推动中医药工作全面提升，
积极创建全国基层中医药先进市工作；抓好唐河县人民医院分
院和中医院门诊医技楼的建设。

强化基层，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唐河县全面实施“建设
群众满意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提升”工程，改善乡镇
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条件；拓展深化基层卫生“369人才工程”，加
强特招毕业生和全科医生的引进、培养工作，积极搭建留得住、
能发展、有保障的基层用人平台。

（乔晓娜 方 圆 李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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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张 然）近日，淮阳县卫生计生委
召开 2018 年卫生计生工作宣传会
议，总结了2017年全县医疗卫生机
构卫生计生宣传工作所取得的成
绩，剖析了卫生计生宣传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并对2018年卫生计生宣
传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议指出，淮阳县卫生计生委
已连续两年获得省、市卫生计生宣
传工作先进单位称号，这主要得益

于主抓宣传工作领导的高度重视，
得益于宣传人员的共同努力。

针对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存在
的创新意识不强、亮点挖掘能力不
够、配合意识较弱、主动沟通不多、
协调能力不强等方面的问题，会议
提出，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全面调
整宣传工作思路，即：要在健康促
进方面有所作为，在健康教育方
面有所突破，在健康引导方面有
所提升。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紧

紧围绕新时代的宣传主题，创新
发展卫生计生宣传工作，充分利用
新媒体与纸媒体的融合，整合身边
现有资源，力争在国家级媒体上多
见报、多登稿，把身边的典型及工
作亮点挖掘出来，宣传出去，以此
更好地推介和宣传淮阳县在健康
扶贫、健康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成
绩和成果，以此提升淮阳百万人民
在健康方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
安全感。

淮阳县积极开创
卫生计生宣传工作新思路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讯员
张丽娜 朱海波）近日，渑池县“互
联网+医疗”健康扶贫工作正式启
动，标志着该县健康扶贫工作实现
新突破。

近年来，三门峡市卫生计生委
以“互联网+医疗”模式助推健康扶
贫工作顺利进行，借助上级医院
的技术优势，为患者提供更快捷、
准确的诊疗方案；利用远程医疗

平台，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并延
伸至村卫生室，让贫困群众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名医诊疗，获得专
家服务，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
问题，从而有效遏制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

据悉，“互联网+医疗”模式建
立后，将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影
像、远程超声、远程心电、远程病
理、远程查房、远程监护、远程培

训等全方位医疗服务和培训。该
县依靠远程市、县、乡三级网络中
心医疗平台，可以实现市级专家、
基层医生、村民三方在线面对面
诊疗，形成市、县、乡、村四级医疗
服务纵向联动，建立基层首诊、双
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
级诊疗模式，从而实现“小病不出
村，一般疾病不出乡，大病不出
县”的目标。

渑池县“互联网+医疗”模式
助力健康扶贫实现新突破

近日，长垣县人民医院开展“安全消防进科室”培训活动。活动现场，省防火协会工作人员结合典型
案例，讲解了医院防火注意事项和各类消防用具的使用方法，并结合同类场所发生的火灾案例，具体讲
解了病房火灾的预防、如何快速引导病人疏散等知识。据悉，全院临床科室10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活动。

苏东军 常俊伟/摄

巩义市人民医院凭借快速的应急能力、过硬的业务
技术和密切的团队合作，于4月14日成功挽救了一名急
性心肌梗死伴室颤患者的生命。

4 月 14 日下午 4 时许，赵某骑电动车时突然摔倒。
路人呼之不应，发现其意识丧失，遂拨打120求救。巩义
市人民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接到求救电话后，立即赶往
现场，发现赵某呼吸心跳已经停止，立即对其施行心肺复
苏术并转运至该院急诊科。

到达医院后，急诊科医务人员立即开通绿色通道，安
排赵某进入抢救室，对赵某实施心肺复苏术、电击除颤
术、气管插管术等，并给予肾上腺素、胺碘酮、碳酸氢钠等
药物，同时完善血气分析等相关辅助检查及术前准备工
作。赵某9分钟后恢复窦性心律。

根据赵某的心电图和心梗三项结果，胸痛中心医师
会诊后确诊患者为急性心肌梗死，需要马上进行急诊介
入手术治疗。

手术风险极大。医务人员一直联系不到赵某的家
属。没有家属的陪同和签字，该怎么办呢？十万火急的
情况下，得知消息后赶来的乔来军院长话语铿锵：“一切
以抢救患者的生命为重，不惜一切代价先挽救患者的生
命，其他风险由医院来承担！”

随后，急诊科医务人员立即将赵某转运至该院导管
室进行抢救。此时，急匆赶到的赵某家属在心内科医生
和急诊科护士的陪同下，很快地了解了赵某的病情并签
了手术同意书。

医务人员发现赵某的冠状动脉造影提示前降支完
全闭塞。于是，心血管内科、胸痛中心、急诊科、心内
ICU（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等科室专家决定协同抢救赵
某。赵某在进入导管室 30 分钟后，其前降支闭塞血管
得以开通。专家为其植入2枚支架，急诊介入手术成功
完成。

支架成功打开后，患者的血流即刻恢复。心电图仪
器上也显示恢复了窦性心律。

据悉，建立胸痛中心是让胸痛患者得到快速诊断和
及时治疗的有效途径。除此以外，巩义市人民医院胸痛
中心同时还肩负对市域内基层医生进行培训和对社区
人群进行教育的重任。其可以让区域内一个或多个优
秀团队带动几十、上百个基层团队共同发展，实现信息
共享、分级救治和协同救治并举，建立区域协同救治的
新模式。

男子急性心梗生命垂危
医生争分夺秒挽救生命
本报记者 杨 须 通讯员 白 鹏 张艺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