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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要过101岁生日，却
突发持续高烧，右腿水肿，被家人紧急送到
医院医治；入院第三天，高烧退去。在治疗
右腿水肿期间，患者的女儿被医务人员感
动，用镜头记录了他们工作的一幕幕。

这是8月23日发生在河南省人民医院
全科医学科的故事。拍摄者是郑州旅游职
业学院退休教授董新辉。

8月12日早上6点多，董新辉的父亲突
发高烧，体温升到38.7摄氏度，且伴随右腿
水肿、下肢无力，被就近送到河南省人民医
院全科医学科医治。住院第三天，全科医
学科副主任医师王勇团队确诊老人罹患丹
毒，给予抗感染治疗，老人的高烧很快消
退，但腿部水肿需要慢慢康复。

在住院治疗期间，考虑到老人听力有
问题，河南省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医务人
员经常俯下身子，耐心地给老人讲话，轻柔
地做护理，不厌其烦地回答老人家属的各
种问题。看到这一切，平时爱好摄影的董
新辉突发奇想，决定用自己的镜头记录医
务人员的工作状态。

住院医师郭蒙蒙是董新辉父亲的主
管 医 生 ，也 是 董 新 辉 的 第 一 个 拍 摄 对
象。不过，要拍好郭蒙蒙并不容易，因为
她晚上刚值完夜班，白天休息间隙因患
者需要又从家匆匆赶回医院。她在护士
站向护士交代患者护理事宜时，被董新
辉抓拍了一张工作照。护士台上摆放的

“践行党员承诺，我愿为您服务”成为她
的最好注脚。

董新辉共抓拍全科医学科医务人员工
作照片 15 张，并把这些照片发到朋友圈，
配发了这段文字：“我老爸是一位跨世纪的
101 岁老人。8 月 12 日清晨，他老人家突发高烧 38.7 摄氏
度，双腿无法站立，被紧急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住进了全
科医学科。在王勇主任及其团队蒙蒙医师等的仁心仁术和
全科护士们的精心护理下，我老爸的病情逐渐好转，躲过了
一劫，再次冲击董家的年龄高峰。感谢这些可爱可敬的医
师和护士。”

这件事在朋友圈里收获200多个赞；在全科医学科的患
者群里，大家也纷纷留言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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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
医院管理人员来郑接受培训

每天清晨，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社区与外联办公室的李亚丽
都会准时开启母婴热线咨询工
作：拿起电话、解答疑问。坚守
在母婴安全保障工作最前线的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为新妈妈们
提供更多更专业的妇幼健康咨
询服务。

在距离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42公里的新密市妇幼保健院内，
李亚丽的姑姑、该院院长李彩红
正从手机系统中调取前一天全
院妇幼健康服务情况。关心每
一位入院患者，关注每一位保健
对象，在刚刚搬入新址 9 个月的
新密市妇幼保健院里，她有太多
工作要完成。

与此同时，李亚丽的奶奶，
原密县妇幼保健所第一任所长、
今年 82 岁的陈喜凤依然在关心
最新妇幼健康政策的落地。

“看到现在妇幼健康政策这
么好、保健院职工干得这么好，
我放心啦！”这是这些年，陈喜凤
每每谈起妇幼健康工作，总会发
出这样的感叹。

李亚丽、李彩红、陈喜凤，她
们是一个家庭里的三代妇幼工
作者，她们手中传递和坚守的正
是“保障妇女儿童健康”的健康
梦。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家
三代妇幼工作者在接续奋斗中
坚守基层、实现梦想，也见证着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河南妇幼健
康事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每
一次革新。

坚守：群众的需要，催
生干事的决心

1969年12月，长期在农村基
层担任妇女干部的陈喜凤第一
次接触妇幼健康工作。

“当时在广大农村开展妇女
病筛查，让我一下子喜欢上了这
个工作，觉得非干不可。”陈喜凤
回忆道，一次进村入户筛查，就
可以帮助一位女性甚至一个家
庭摆脱疾病困扰，这给她带来的
震撼是巨大的。于是，她快速转
型，成为原密县卫生防疫站主抓
妇女保健工作的负责人。

“3 个人的小团队、2 间旧瓦
房，就是我们当时做妇幼工作的
全部家当。”陈喜凤说。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农村地
区普遍缺乏医疗场所、缺少医疗
人员，“把小病拖成大病”是普遍
现象。

那时，缺乏妇幼健康专业技
术的陈喜凤并没有被基层落后
的工作条件吓倒，而是选择和另
外两位懂技术的同事一起学习
新技术、新筛查方法，开启当地
妇女病筛查的新方式——走村

入户、定点包乡。
5 年时间里，陈喜凤和同事

们走遍了总面积1001平方公里、
1/3 为山地的新密的每一个村
落。

“不通车、没有路，我们就走
着上山；不通电、没有场所，我们
就背着器械、工具上山。”陈喜凤
说，自制扩音设备宣传、挨家挨
户摸底筛查、登记造册收集第一
手资料是工作常态。伴随着一
次次筛查的深入，新密妇女病
多、宫颈癌高发的状况更让她们
焦心。

时至今日，陈喜凤还清楚地
记得这样一组数字：累计筛查
76446 人，其中宫颈癌患病人数
为 483 人 ，宫 颈 癌 发 病 率 为
603.88/10 万，发病人群中超过
60%为晚期癌症。

“这是1974年我们得出的新
密宫颈癌发病率，当时排在全国
县级发病率第二位。我们将数
据上报国家后，立即引起了主管
部门的重视，新密马上被列入国
家最早一批宫颈癌防治干预试
点地区。”陈喜凤说。

随着国家宫颈癌筛查、防
治等项目的落地，一次更大范
围、覆盖新密城乡妇女的健康
检查开始了。不少当时国内知
名的妇产科专家、疾病预防控
制专家先后来到新密，指导、帮
助建立县、乡、村三级妇女保健
队伍。

“我们向国家、省里的专家
学习，抽调新密医疗机构外科、
妇产科医生，组建了 3 个巡回筛
查小分队。队伍既是宣传队，又
是医疗队，还是手术队。”陈喜凤
回忆说，第二次筛查侧重于对县
级妇产科医生、乡村医生、基层
妇幼保健员的技术培训，这也让
新密第一次有了县、乡、村三级
联动的妇女保健队伍，“村级会
筛查，乡里能检查，县里能治疗，
重症再往上级转，当时新密的宫
颈癌防治技术已经全省领先。”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召开，中国妇幼健康事业的改
革从此开始。放眼新密，越来越
多筛查出的宫颈癌高危人群、患
者来找陈喜凤治疗。当时，没有
足够的接诊场所成了陈喜凤和
同事们再次面临的困难。

陈喜凤说：“盖房子！”随着
新密宫颈癌筛查工作的深入开
展，各级政府的医疗卫生投入也
多了起来，“原密县卫生局划拨
了建房资金，我们发动所有职工
自己动手盖房子。”

没有钢筋、泥沙，职工们自
己买；人手不够，保健员们齐上
阵。就这样，1979 年年底，原密

县妇幼保健所有了独立办公的4
层小楼并正式挂牌，陈喜凤成为
这里的第一任所长。

传承：妇幼人的信念，
激发创新的动力

1981 年，陈喜凤离开原密县
妇幼保健所，到原密县卫生局工
作，主抓全县的妇幼健康工作。
此时，她的女儿李彩红开始了学
医生涯。

“我在童年时期见母亲的时
间非常少，她不是下乡普查，就
是在保健所培训。每次见面，母
亲给我说得最多的还是保健所
的事儿、农村妇女防病的事儿。”
李彩红说，这样的耳濡目染让她
觉得像母亲一样到保健所工作
是让人自豪又理所应当的事。

1987 年，李彩红从医学院校
毕业，来到原密县妇幼保健所，
成为一位儿童保健医生。“当时
我们没有儿科、更不理解什么是
儿童保健，就到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学习相关知识”。

1989 年，原密县妇幼保健所
儿科成立，一年，这里的 30 多张
床位就满负荷接诊患儿。这让
李彩红和同事们觉得第一次创
新和探索特别有意义。随后的
20年，像李彩红一样勇于创新的
新密妇幼健康工作者，将儿童保
健、妇女保健、妇女儿童常见病
多发病相关的卫生健康服务半
径不断拓展；经过 4 次改扩建的
原密县妇幼保健所，也在这期间
更名为新密市妇幼保健院。

“我2012年接任保健院院长
时，母亲就告诉我一定要继续把
基层妇女儿童的事做好，新密妇
幼健康县、乡、村网底不能破。”
李彩红说，这也是她当院长后关
心的“第一大事”。

结合当时农村妇幼健康工
作融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大背景，妇幼健康工作主要指标
和基础设施建设被纳入各地新
农村规划，县、乡、村三级妇幼健
康网络开始逐步健全和强化。

从那时起，李彩红和同事们
摸索建立妇幼健康服务管理机
制，打破了原有保健与临床科室
分设的格局，开始尝试以服务人
群为中心、保健与临床相结合的
服务模式；明确县级妇幼保健院
是县级龙头，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是枢纽，村级集体
卫生室（包含妇幼保健员）是网
底的基层妇幼健康服务基本构
架。

“新密的许多探索得到了省
级、国家级专家的肯定，‘新密模
式’在省内、国内推广，不少妇女
儿童疾病的数据也成为世界卫

生组织多项研究的参考数据。”
李彩红说。

2016 年，经过 5 次改扩建后
的新密市妇幼保健院老院区已
经出现“饱和”状态。李彩红有
了和母亲一样的想法：盖房子、
建设新院区，为妇女儿童提供更
好的就医、保健环境。

2018 年 12 月 30 日，新密市
妇幼保健院整体完成搬迁，在新
院区主建筑裙楼的两翼分别设
立了妇女保健部和妇女诊疗服
务科室、儿童保健部和儿童诊疗
服务科室。在相对独立的分区
里，中医药适宜技术应用于妇幼
健康服务、儿童辅食添加家长课
堂、儿童早期发展课堂等特色服
务，再次得到了创新和发展。

新密市妇幼保健事业的发
展是河南妇幼健康事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2019 年 8 月 22 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
红在河南参加妇幼健康促进行
动推进会时来到新密市妇幼保
健院。看到新密妇幼健康服务
的创新发展，她说，新密市妇幼
健康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妇幼健康工作的理想模式，基
层三级妇幼健康网就要像新密
这样织。

开拓：薪火相传，促进
妇幼健康事业健康发展

陈喜凤、李彩红，从 1969 年
到2019年，两代妇幼人坚守了50
年。

如今，让陈喜凤关心关注了
一辈子的宫颈癌防治事业已经
取得重大突破。从 2008 年年底
到 2018 年年底，新密市的宫颈
癌发病率由 238/10 万降至 36/10
万，新密市也加入了全国宫颈癌
低发病地区行列。一次宫颈癌
完善检测花费 40 多元、宫颈癌
手术根治术花费 3000 余元的低
成本的宫颈癌防治方法已在全
省县级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推广。

自2011年起，河南率先在全
国实施城乡居民免费婚前保健
服务。自2017年以来，河南连续
3年把妇幼健康相关工作纳入全
省重点民生实事，每年预算经费
约 6 亿元。2018 年，全省婚检率
达到 76.45%、产前筛查率达到

64.05%、新生儿“两病”（苯丙酮
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低下）
筛查率达到 96.49%，新生儿听力
筛查率达到 95.66%，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同时，全省出生缺陷
预防体系更加牢固，建立了完善
的三级预防服务体系。

如今，李彩红和同事们在新
密市探索出的基层妇幼健康服
务体系建设经验已经在全省推
广；着力强化县、乡、村三级妇幼
保健体系建设，建立长效机制，
提升县级妇幼保健院综合服务
能力的新密探索，正在参与河南
县域医改中的妇幼健康工作创
新。

自2018年起，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实施《河南省妇幼健康
服务能力提升计划（2018~2020
年）》，连年将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建设列入重点工作；省委、省政
府也将该计划列为全省乡村振
兴战略规划的重点任务，加大推
进力度。全省初步构建了以妇
幼健康服务机构为龙头，以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产科、儿科等妇幼
健康服务科室为支撑，以乡、村
两级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覆盖
省、市、县、乡、村五级的妇幼健
康服务网络。

“在奶奶、姑姑之后继续从
事妇幼健康工作，让我觉得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随着健康中
国、健康中原建设的开展，随着
妇幼健康促进行动的实施，我对
自己从事的妇幼健康工作有了
新的认识。”大家庭里的第三代、
今年29岁李亚丽说。

如今，作为河南年轻一代妇
幼健康工作者的代表，李亚丽正
在和全省同行一起，从每一件小
事做起，致力于让妇幼健康服务
更贴近、更可及，致力于探索符
合河南实际的妇幼健康发展之
路。

“这样的一家三代人，让我
们看到了家风的传承、初心的坚
守，也看到了全省妇幼健康工作
的时代变迁和发展脉络。”8月27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谢李广说，河南省妇女儿童约
6600 万人，做好妇幼健康服务工
作，事关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也
是我们每一位卫生健康工作者
的责任和努力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杨冬冬）9月3日，
29 名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
师的医院管理人员在豫正式开始进
修学习。8 天后，他们将带着所学的
知识回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
师，推进“优质服务基层行”在当地开
展。这次进修培训班由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主办，河南省医学会承办。

自2011年以来，河南省累计选派
31批747名优秀专家作为卫生健康人
才赴哈密市和十三师开展帮扶工作，
哈密市和十三师也派出相关人员来
河南学习交流。在对口支援工作中，

通过不断学习交流促进了受援地区
管理理念和医疗技术的提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谢昕说，这次授
课的专家通过对“优质服务基层行”
具体实施情况进行梳理，对现代医
院管理要求进行讲解，让学员们真
正能够学以致用。此次进修学习，
能够帮助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
师团场医院领导干部和医务骨干厘
清思路、明确目标，准确把握卫生健
康改革发展趋势，全面提高基层医
院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三师“优质服务基层行”
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巡视员
周学山说，希望各相关单位将此次培
训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增强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切实提
高对援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认真落
实此次培训工作，科学制订培训计
划，一方面要为进修人员提供必要的
工作和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按照专
业学习要求，科学安排培训课程，为
进修人员参与现场实习活动创造良
好条件，使进修人员真正学有所获。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医保局日前在国新办吹风
会 上 回 应 称 ，据 调 查 ，目 前
3200 多种常用药品中 200 多种
涨 幅 较 大 ，主 要 是 部 分 短 缺
药、急（抢）救药和少数非处方
药等。

实际上，常用药和“救命
药”涨价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去年，扑尔敏、甘草片、罗红霉
素等常用药价格就一路上扬。

药品短缺近年来也时有
发生。2017 年，治疗儿童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巯嘌呤片
在全国多地断货；2016 年，治
疗罕见病重症肌无力的“救命
药”（溴吡斯的明），因唯一生
产厂家紧急召回部分药品，引
发全国性断药危机……

其实，对于常用药、“救命
药 ”纷 纷 涨 价 甚 至 断 货 的 现
象，其背后的原因不外乎以下
几 种 ：首 先 是 市 场 竞 争 不 充
分。多数涨价药品具有市场
容量小、竞争不充分的特点。
往往是临床必需、缺少替代，
从 而 出 现“ 以 缺 逼 涨 ”的 态
势。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药
品或者是原料药生产环节高
度集中，原料药分销渠道被控
制，有人通过垄断控销来达到
非法牟利的目的。当然，也存
在一些客观的成本因素。

对于这种情况，相关部门采
取了一些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建立的
覆盖公立医疗机构的短缺药品
信息直报系统显示，目前我国的

药品短缺问题有所缓解。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央

及省级两级药品储备制度，但对
解决临床用药短缺问题还没有
充分发挥作用。因此，笔者建议
各地把药品储备制度建到市县
级，在药品短缺和药品涨价时通
过投放储备药满足市场需求。

具体来说，笔者建议相关
部门进一步完善短缺药品常
态储备机制，优化中央和地方
医药储备结构，加大短缺药品
储备力度，明确储备短缺药品
使用程序，方便医疗机构采购
和使用；在市县级完善短缺药
品常态储备机制，指导医疗机
构合理设置急（抢）救药等特
定药品库存警戒线，在市场需
要的时候及时投放储备药品；
支持和鼓励三级甲等医院和
县域中心医院加大药品储存
力度，每年定期储备一定数量
的药品，及时满足市场供应；
对储备药品要及时更新和严
格储存，以确保药品质量。

此外，相关部门采取一些
措施进行控制，比如约谈相关
企业说明情况，予以纠正，合
理定价；拒不纠正的，通过社
会信用体系给予惩戒，向社会
公布；同时建立健全长效监管
机制，综合运用监测预警、成
本调查、信用评价等措施，引
导企业合理定价。

最后，笔者想说，常用药、
“救命药”涨价甚至断货事关国
计民生，在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
下，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

→8 月 26 日，群众在健康小屋检查身体。
焦作市解放区中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打
造健康小屋，为辖区居民提供健康检查、学习
健康知识的好场所。

王正勋 王中贺/摄

三代人的妇幼健康梦
本报记者 刘 旸

应对药品紧缺
先让药品储备制度“落地”

□冯金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