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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为了配合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编辑了《习近
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
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河南加大医疗废物
规范化管理与监管力度

河南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

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

本报讯（记者史 尧）8月30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郑州召开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主题新闻发
布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专场发布会。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
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卫生
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谢李广、张智
民、张若石出席会议并回答有关问题。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18年
底，全省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6.8岁，婴儿
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为 3.76‰、
10.85/10万，主要健康指标优于全国平
均水平。与1978年相比，全省卫生机构
总数 71352 个，增长近 10 倍；病床总数
60.85万张，增长496.57%，每千常住人口
床位数6.34张，超过全国6.04张的平均
水平。全省卫生人员总数达86.3万人，
其中执业（助理）医师23.55万人，每千人
口执业（助理）医师 2.45 人；注册护士
26.31万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2.74人，医
护比逐渐趋于合理。居民个人现金卫生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逐年下降，政府卫
生支出逐年上升。2017年，全省卫生总
费 用 2747.67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为
6.11%。政府卫生支出 844.81 亿元，比
2007年增加709.03亿元；居民个人卫生
支出887.19亿元，占总费用的32.29%，比
2007年下降20.36%，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逐步减轻。

阚全程介绍说，全省卫生健康事业
蓬勃发展，成绩斐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健康防线全面构建。建成
省、市、县130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143
个医疗救治项目。成功抗击了非典、

H1N1甲型流感等突发新发重大疫情，精
神卫生、慢性病、地方病、职业病防控扎实
有效。建立完善覆盖城乡的急救指挥体
系和急救网络。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新纳入妇幼卫生等重大公
共卫生服务项目，人均经费提高到 69
元。重点人群签约率达到72.94%，妇女

“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293万人
次，新生儿“两病”（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
下和苯丙酮尿症）筛查率达到96.49%，全
省儿科注册医师达1.2万人。全省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由2013年的3.7%提升到
2018年的14.38%。全省国家卫生城市、
县城、乡镇分别达到22个、32个、73个，提
前3年超额完成国家规定的目标任务。

二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发
展。围绕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
贵”的突出问题，坚持医疗、医保、医药、
医院“四医”联动，分级诊疗形成体系，
在县域，围绕“县强、乡活、村稳”的思
路，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促进优质
资源逐渐下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管理
逐步规范。全民医保制度基本完善，
2014年10月1日、2015年1月1日，先后
全面推开新农合大病保险、城镇居民大
病保险，率先实行省级统筹、即时结
报。2017年1月1日起，全面建立覆盖
所有困难群众的大病补充保险制度。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人均财政补
助标准 520 元，比 2012 年提高 117%。
现代医院管理和药品供应保障制度基
本确立，推动药品采购“两票制”并实施
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公立医院全部
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三是卫生健康服务持续提升。推
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医学中心、省
区域医疗中心和县域医疗中心“四级中
心”联动。扩充优质高端医疗资源，创
建心血管、脑血管、肿瘤、儿童、器官移
植、中医骨伤科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依托
县（市）人民医院，在每个县（市）建设1
个县域医疗中心，力争基本实现大病不
出县。“互联网+医疗健康”上下贯通，推
动医疗、妇幼、疾控、康复、养老等信息
系统功能融合及远程医疗建设，国家远
程医疗中心落户河南，累计开展远程会
诊26万例、远程诊断69.5万例，2018年
省域就医外转率降到4.88%。

四是人才科技引领作用充分发
挥。坚持人才兴医战略。大力引进高
层次人才150人，培养中原学者6人、中
原名医 10 人；实施“51111 工程”，引进
和培养34045人；实施基层卫生“369人
才工程”，引进和培养人才66320人。卫
生科技进步显著，国家级科研立项由
2012 年的 136 项增长到 2018 年的 734
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励 3 项、省级
288 项，发明专利 195 项，成果转化 458
项。布局建设了 26 家省级重点实验
室，73家省医学重点实验室，疑难危重
症救治水平大幅提升。

五是中医药强省不断迈进。初步
形成医、保、教、研、产、文全面发展的良
好态势。截至2018年，已有5所医院入
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2个国家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落地我省，12个专业
入选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项目，

中医医疗机构数、开放床位数、从业人
员数和中医医疗服务总量居全国前
列。3人当选“国医大师”，3人获评“全
国名中医”，4人入选岐黄学者。中药产
业、中医养生、中医旅游、中医文化等蓬
勃发展。

六是健康扶贫成效明显。累计投
资近100亿元，在贫困地区持续实施县
乡村三级医疗机构服务能力提升攻坚
行动和106个县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建
设。开展“等额对调”帮扶，推广适宜技
术673项、填补县域技术空白410项，已
有23个贫困县县级医院通过了新标准
二级甲等医院评审。贫困地区营养改
善项目由 14 个县扩大到 53 个贫困县，
累计惠及 56.6 万贫困儿童。大病专项
救治病种由9种扩大至25种，救治率达
到 100%，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
稳定在90%左右。

七是援外援疆展示良好形象。46
年间向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厄立特里
亚、科威特等国家派遣医疗队 55 批、
1115人次，建成了6个具有领先技术水
平的专科治疗中心。对口援助哈密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做到医
疗机构“组团式”对口支援、主要医疗机
构重点专科支援及远程医学会诊系统
全覆盖。

随后，媒体记者围绕提高妇女儿童
健康保障水平、解决群众看病就医、六
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等踊跃提
问。阚全程、谢李广、张智民、张若石一
一作答。

（相关报道详见第二版）

本报讯 （记者刘 旸）8 月 30 日
上午，在全国卒中急救（郑州）培训
会上，河南省人民医院宣布启用全
国首个一站式多模态影像卒中救治
平台（以下简称一站式平台），卒中
救治的 DPT（大血管急性闭塞卒中
患者入院到实施介入取栓治疗）时
间从以往的 70 分钟左右缩短至 15
分钟以内，也让河南卒中急救再次
刷新“中国速度”。

一站式平台融入“诊疗零距离”
的设计理念，依据高级卒中解决方
案，将 CT、磁共振和血管造影融合

机置于同一间手术室内，搭建起一
条 院 内 卒 中 急 救 的“ 超 级 绿 色 通
道”，使卒中患者得到真正无缝隙的
院 内 抢 救 ，进 而 有 效 降 低 DPT 时
间。以河南省人民医院启用的一站
式平台为例，安装在距离急诊部接
诊处仅 10 米处的一站式平台，在两
间通过自动隔离门隔开的房间内，
纵向整合了卒中急救检验、影像检
查及急诊手术设备；患者无须搬运
和转运，就能在传送设备带动下完
成从入院到急诊手术的全过程。

“建立卒中救治‘绿色通道’，
打造溶栓、取栓融合的卒中急救医
疗团队，引入卒中治疗新模型，是河
南省人民医院的院中院河南省脑血
管病医院成立后，在全省乃至全国
卒中急救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河南
省脑血管病医院常务副院长、国家
高级卒中中心主任李天晓说，在空
间上减少急诊分诊、急诊检验、影像
检查、治疗评估、介入手术等卒中急
救医疗设备间的距离，是一站式平
台缩短卒中急救时间的关键。一站
式平台启用后，该院还将在原有 13
人卒中急救医疗团队的基础上，引
入经过培训的5~10位卒中专科护士
及卒中影像技师，以专业的卒中急
救团队全程保障急性卒中患者救
治。

“在实现卒中急救管理一站式、
急救团队融合配置一站式、急救设

备空间场所一站式外，一站式平台
还让卒中急救手术团队做到诊疗一
站式。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医生能
根据实时影像检查精准调整治疗策
略和手术方案。”河南省人民医院国
家高级卒中中心副主任朱良付说，
一站式平台的启用让卒中急救相关
各部门衔接得更加紧密，也让各交
叉学科的融合更加深入。

来参加活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王陇德说，为卒中患者每争取 1 分
钟，就意味着其190 万个脑细胞将获
救。引入一体化平台、降低 DPT 时
间，是河南省人民医院继 2017 年启
用全国首个移动卒中单元、将 DNT
（卒中患者到院静脉溶栓）时间缩短
至 7 分钟后，再次刷新卒中急救的

“中国速度”，也是我国在卒中急救
领域的又一次创新。这些经验值得
推广和借鉴。

谈到一站式平台在河南落地，
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黄红霞说，目
前，全省所有基地医院全部开设脑
卒中急诊绿色通道，每年有 2.3 万人
次因此获益。近年来，卒中急救在
临床和科研领域的创新日新月异，
以新技术、新设备应用为代表的诊
疗方式改变，也正在催生相关领域
新型医疗模式的建立。全国首个一
站式平台在河南启用，将为卒中防
治的精准预警、精准诊断、精准干
预，提供帮助。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 通讯员
李景春 李 洋）8 月 29 日，在省卫
生健康委举办的全省医疗废物规范
化管理暨监管培训班上，与会人员
针对医疗卫生机构内产生的医疗废
物在分类交接时应如何管理、医疗
废物暂存处应如何管理等问题进行
了交流，并达成共识。

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
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
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
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医疗
废物是一类特殊危险废物，医疗废物
处理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中国在《危险垃圾名录》中将其列为
1 号危险垃圾。加强对医疗废物的
规范化管理和无害化处理，无论是在
保护环境还是在疾病预防控制方面
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

视医疗废物监督工作，多次就医疗
废物监督工作进行部署，始终将医
疗废物监管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在此次培训班上，省卫生健康
委特邀有关专家针对医疗卫生机构
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多部门联动、持续提升医疗卫
生机构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等
内容进行讲解。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在此次培
训中，专家们从医疗废物业务管理
的角度，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标准
等层面，对医疗废物规范化管理工
作 进 行 了 解 读 ，分 析 了 存 在 的 问
题。这对各地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
处人员，以及全省监督执法队伍都
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有助于
大家在今后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
物管理和监督工作中进一步熟悉法
律法规。

→8月28日11时50分，
刚刚走下飞机的中国援厄
立特里亚第十二批医疗队
队员程海波从妻子手中接
过鲜花。当天，中国援厄立
特里亚第十二批医疗队圆
满完成为期一年的援非医
疗任务后凯旋。

史 尧/摄

本报讯（记者史 尧 通讯员曹
咏 苏安宁）日前，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郑大一附院）董
建增、赵晓燕团队和孙莹璞、徐家伟
团队的共同努力下，该院在国际上率
先实施肥厚型心肌病生育阻断，一名
健康宝宝在该院诞生。这标志着该
院遗传性心血管病防治及生殖指导
中心在处理肥厚型心肌病的遗传问
题上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遗传性心
血管病防治及生殖指导中心的诊疗
水平再上新台阶。

25 岁的芳芳（化名）是一名肥厚
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她的妈妈与舅
舅都患有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肥
厚型心肌病是一种常见的常染色体
显性遗传性心脏病，因心脏室间隔异
常肥厚导致心室射血受阻，具有家族
聚集性，是中青年心源性猝死的常见
原因之一，给患者家庭带来极大的医
疗负担和心理负担。

为了生育出一名不携带致病基
因的健康宝宝，芳芳辗转求医，却遇
到了诸多困难。她的肥厚型梗阻性
心肌病病情较为复杂，其室壁厚度比
起常人更厚，导致从左室流出的梗阻
更为严重，压差超过了90毫米汞柱（1
毫米汞柱=133.322 帕），是常规诊断
梗阻标准的3倍，妊娠与分娩期间如
果出现并发症，其心脏很可能因承受
不住压力而危及自身与宝宝的生命
安全。

郑大一附院专家团队在全面了
解芳芳家族病史的基础上找出了致
病基因，并为她进行了胚胎植入前遗
传学诊断试管婴儿治疗，将不携带致
病基因的囊胚植入。在妊娠过程中，
郑大一附院专家团队还为芳芳制定
了多项并发症预案。7月30日，芳芳
顺利通过剖宫产手术产下一名2.8公
斤重的健康女婴。术后第三天，芳芳
各项指标正常，顺利出院。

本报讯（通讯员李 磊）8月27日，
河南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党委召
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
会，紧扣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按照“四个对照”

“四个找一找”的要求，盘点收获、检视
问题、深刻剖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整改，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进一步推动该中心党委履职尽责、
团结奋进。省卫生健康委第四巡回指
导组成员到会指导。

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党委对
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高度重视，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各环节
工作。该中心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和班

子成员深入开展谈心活动，交流思想、
交换意见；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求各党
支部、党员群众的意见建议，系统梳理
问题，逐项列出清单，制定整改方案，认
真检视对照，带头立行立改。

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相关负
责人对主题教育总体情况和取得的成
效进行了总结回顾，实事求是查找问
题，深挖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党委班
子成员聚焦主题，认真对照检查，严肃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大家普遍感到，这次民主生活会既
有个人的深入检视剖析，又有相互提醒
帮助，在政治上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
在思想上经受了一次精神洗礼，为牢记
初心使命、履职担当作为，以自我革命
精神推进主题教育取得实际效果、不断

提高新时代卫生监督工作能力水平打
下了坚实的思想作风基础。

省卫生健康委第四巡回指导组成
员说，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党委认
真制定方案，认真撰写检视剖析材料，
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会上大
家直奔主题、直面问题，深刻剖析原因，
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入诚恳，达到了咬耳
扯袖的效果。

会 议 要 求 ，
要抓紧梳理汇总
问题清单，切实
抓好整改落实，
巩固提高主题教
育成效。要以此
次专题民主生活
会为契机，持续

深化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总书记关于卫生
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此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在思想政
治上、精神状态上、工作作风上有明显
提升，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更加昂扬的
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
风，不断开创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
工作新局面。

河南举行“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卫生健康专场新闻发布会

全省卫生健康事业成绩斐然

河南卒中急救再次刷新“中国速度”
DPT时间从70分钟左右缩短至15分钟以内

郑大一附院

成功实施国际首例
肥厚型心肌病生育阻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