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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河南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和“河南医改典型案例”
获奖单位名单公布

为了展示全省医改领域涌现的好经验、好做法，分享医改实践的新感悟、新体验，共谋医改的新方位、新展望，经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意，医药卫生报社从年初开始，开展了2018年度“河
南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和“河南医改典型案例”评选活动，经过初评、网评、终评，最终评选出“河南医改十大创新举措”和40个“河南医改典型案例”，并将于11月29日上午举办的2019年度全省深
化医改经验推广会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高峰论坛上进行颁奖。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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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

郸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处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儿童医院

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息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濮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举措名称

构建紧密型医共体 开创服务新格局

构建互联智慧医院 升级健康服务

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专网提速远程医疗 助力分级诊疗

全省首推癌症患者首诊MDT（多学科诊疗模式） 受益者超万人

出台按病种付费政策 护佑肺结核患者健康

“互联网+医疗健康”探索医疗新模式

创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 比肩国家级体制机制创新

统筹推进四医联动 打造医改焦作样本

做强县域综合医改 让群众在家门口看病

理顺医疗服务价格 优化医院收入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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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医院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周口市太昊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灵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邓州市中心医院

河南省省立医院

沁阳市人民医院

漯河市中心医院

案例名称

实施成本管控 挖掘增收节支潜力

实行药品联合议价 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构建智能化服务网 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开放医疗共享平台 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百名医学专家 线上带教乡医

加强分级诊疗 促进集团化发展

以深化公立医院改革为抓手 为人民群众铸就坚实幸福底线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基层服务能力提升

基于RBRVS（以资源为基础的相对价值比率）的绩效奖金分配和KPI
（关键绩效指标）考核体系

功能互补 区域联动 提升区域胸痛急救水平

岗位管理+PF（医师诊疗费）医师费在县级公立医院管理中的应用

实施综合绩效管理 彰显公平性 提升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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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城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

济源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洛阳市中心医院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濮阳市人民医院

郏县中医院

兰考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鹤壁市人民医院

巩义市人民医院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林州市妇幼保健院

滑县中医院

内黄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濮阳县人民医院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汝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内黄县人民医院

安阳市妇幼保健院

河南宏力医院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浚县人民医院

开封市人民医院

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案例名称

绩效管理激发干劲 增强医务人员获得感

构建远程医疗信息平台 助推分级诊疗制度落地

运动处方促健康前移 体医融合助生命延续

“护士到家”先行先试“互联网+”服务落地

“输血”与“造血”并重 建设区域中医医疗中心

用绩效做杠杆 为医改增动力

智慧医院惠患者

医保智能审核控费 为医生“减负”

信息化做“媒”促医联体出实效

发挥互联网优势 助力解决民生实事

“强筋健骨”县乡医疗机构 助推分级诊疗

实施总住院医师制度 保障医疗安全 培养骨干人才

承担区级医院职能 建设紧密型医联体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织牢慢性病防控网

辐射51家医疗单位 全力推进医联体建设

创新六大免费服务模式 推进免费筛查民生实事工作

用“心”服务 解决患者“大烦恼”

率先建成药品供应链管理系统 实行全链条信息化管理

创新人事管理 激发人才活力

提高服务意识 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深化县域医改 助推“互联网+健康扶贫”

加快信息化建设 打造“互联网+智慧医疗”

医疗教育紧密结合 健康促进保障健康

借助信息化建设 做好医疗服务

加强医联体建设 提升服务能力

强化医共体建设 编织群众健康网

区域联合协同发展 医疗服务优质便捷

组建专病联盟 提升医疗水平

2018年度“河南医改十大创新举措”获奖名单

2018年度“河南医改典型案例”获奖名单

墨菲定律中说，如果你担心
某种情况会发生，那么它就更有
可能发生。

这在男科疾病诊疗中，尤为
常见。

“大夫，我有前列腺炎！”“医
生，我早泄！”不少患者一进诊
室，就先给自己做出了诊断。由
于男科疾病病位特定，再加上受
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多患者存在
一定的心理问题。尤其是前列腺
炎患者，大多都有“病前性格”，
即患前列腺炎的性格特征——
多疑、自卑、容易被暗示、遇事爱
钻牛角尖。如果更严重些，患者
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甚至出现
自杀和暴力倾向。

面对这类患者，男科医生除
了要治病还要治心。如何面对
和处理男科疾病患者的心理问
题？前不久召开的河南省首届
男性心理健康专家研讨会上，男
科医生向心理专家寻求答案。

要照顾患者的“玻璃心”
“患者的心理因素对疾病

的发生、发展、转归、预后，都非
常重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龙子湖院区男科负责

人王祖龙说，男性紧张、焦虑等
不良情绪，对其身心健康十分
不利，有时可以成为某些疾病
的诱发因素，如前列腺炎等。
这也是“病前性格”带来的不良
影响。

“病前性格”的形成，有家庭
环境和背景方面的原因，如出身
卑微、家境不良、早期生活中的
境遇悲惨等，都会使男性产生明
显的自卑情绪。在高素质高学
历男性中，出现各种各样异常性
格的情况也非常多。此外，男性
健康水平下滑，还受到吸烟、酗
酒、缺乏运动、膳食不合理、起居
不规律等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影
响。

富有积极向上的思想，避免
在情绪上大起大落，具备独立处
理问题的能力；还应当不断提升
自我，具有正确认知和鉴别事物
的能力，才是一个心理成熟的男
性应当具备的能力。

原海军总医院医学心理科
郭勇从事心理诊疗工作多年，也
经常接触具有“病前性格”的患
者。他认为，在临床诊疗工作
中，男科医师接触这类患者最

多，不仅要治疗患者躯体上的痛
苦，更要注意医治患者精神、心
理方面的创伤。

看男科疾病，要懂点心理学
知识

阳痿、早泄等性功能障碍患
者，90%存在心理问题。

这是王祖龙在多年临床诊
疗工作中，得到的数据。他认
为，阳痿的治疗应在中医整体观
的指导下，在辨证的基础上，对
患者在心理、体质、脏腑功能等
方面进行整体调理和治疗；早泄
需要中西医结合进行综合治疗，
中医治疗以补益脾肾、固精止
遗、清热利湿为原则，西医治疗
除了行为疗法、外用局麻药物
外，还需要口服抗抑郁药进行治
疗。

性科学是研究人类性问题
的一门综合性科学，是由性医
学、性心理学和性社会学组成的
一个综合、全面、多学科的理论
体系。医学模式的转变使人们
对疾病的认识有所转变，不仅要
考虑生物因素，还要考虑心理、
社会因素。这要求医学工作者
只有掌握充分的心理学知识，才

能面对现代的医学模式，即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挑战。

实际上，在男科疾病诊疗过
程中，全省很多男科诊室都设置
有评分量表。男科医师在为男
性患者诊疗前，如果发现患者有
一定的心理问题倾向，就会先对
患者进行评分，之后根据分数来
判断在诊疗疾病的同时是否关
注其心理问题。

人的心理及心理能力产生
于需求，进而产生动机、行为，如
果需求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新的
需求，进入新的循环；如果目标
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失败
感、焦虑和抑郁等情绪。这种负
面情绪很容易让人进入“想做→
没成功→烦恼→更难成功→想
做”的恶性循环。对于男性患者
尤其是性功能障碍患者来说，受
传统观念、自身压力、经济压力
等方面的影响，会更加严重。

“男科医生都应当懂点儿心
理学知识。”郭勇说，男科医生学
会面对和处理患者的心理问题，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患者
的康复，同时关系到建立良好的
医患关系、避免医患纠纷的发

生。
寻找性医学与心理咨询的

结合点
在临床诊疗工作中，男科医

师经常会和心理医师进行联络
会诊。郭勇建议，两科医务人员
不妨探索性医学与心理学合作
的模式：寻找性医学与心理咨询
的有效结合点，制定性心理咨询
的框架和各流程节点，明确如何
区分性医学问题和性心理问题、
如何快速评估患者心理状态、如
何开发具有针对性的心理评估
工具等。

在诊疗过程中，男科医师应
当积极寻找患者压力来源、识别
情绪或行为反应（如焦虑、紧张、
担心，对抗、不满，失眠、厌食等
生理不适）、找到认知偏差或安
全行为、改变认知或行为（积极
合理的行为模式），郭勇说，“男
科患者如果存在明显的心理健
康问题，在临床治疗上应注意心
理方面规范的咨询和辅导；对一
些较严重的心理疾病男科疾病
患者，如抑郁、焦虑、强迫症等，
应当适当应用抗精神病药物进
行治疗。”

男科诊疗：

照顾患者的“玻璃心”
本报记者 索晓灿

本报讯 （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李纪法）“把精彩的戏剧表
演与《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
有机融合，通俗易懂、好学好
记，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就能学
习掌握到很多的健康知识。这
个方法值得学习借鉴。”11 月 23
日，刚刚欣赏完豫剧现代戏《乡
村医生》的内黄县后河镇西聂
固村乡村医生吕连胜深有感触
地说。

大型豫剧现代戏《乡村医
生》，主要讲述了医学生翠花毕
业后扎根基层、情系乡里，放弃
在县城工作的优越条件，为农
村医疗事业无私奉献的故事。
同时，该剧还将国家卫生健康

政策、精准扶贫政策、《中国公
民健康素养 66 条》等内容，与剧
情巧妙融合，让观众在欣赏传
统戏曲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学
习政策和健康知识，增强健康
意识。

作 为“ 健 康 中 原 行·大 医
献爱心”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大型豫剧现代戏《乡村医生》已
经先后在全省巡演 20 余场，观
众达 3 万余人。本次在内黄县
的专场演出，以其跌宕起伏的
剧情、浅显易懂的健康知识、艺
术家声情并茂的精湛表演，给
在 场 卫 生 健 康 系 统 干 部 职 工
及 乡 村 医 生 代 表 留 下 了 深 刻
印象。

大型豫剧现代戏
《乡村医生》唱响内黄

11月20日上午，漯河市中心医院（漯河市第一人民医院、
漯河医专一附院）心血管内科志愿者团队来到该市烟厂花园开
展“中国心梗日”大型义诊活动。在义诊现场，医务人员为前来
咨询的市民答疑解惑，发放急性心梗救治手册，提供免费测量
血压服务，并就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等用药咨询及急救等方
面给予了专业性指导。

王明杰 纪雨辰 谷运岭/摄

11月22日，在焦作火车站北广场，焦作市举办的“捡烟头
兑奖品”活动正在举行。据了解，参加活动的群众可以根据所
捡烟头的数量兑换相应的礼品。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宣传控
烟知识。

王正勋 侯林峰 王全喜/摄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邓江海）近日，从河南省洛
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传来喜讯，该院又有 3 种新的医
院制剂（骨松益骨丸、骨松强骨
丸、骨松健骨丸）获得省药监局
的批准。至此，“洛阳正骨”的内
部制剂数量从35种增长至38种。

“这是我院近15年来再次成
功申报医院制剂，为实现‘洛阳
正骨’‘专科有专病、专病有专
药’的医院内部制剂发展战略做
出了突出贡献！”河南省洛阳正
骨医院负责人说。根据国家和
省对医疗机构应用传统工艺配
制中药制剂的文件精神，该院药
学部通过工艺探讨、质量标准实
验研究、资料收集整理、工艺和
质量标准制订及批量试生产验
证等反复探索，历经一年多的努
力，于近日通过省药监局的严格
审核，成功获批了骨松益骨丸、
骨松强骨丸、骨松健骨丸 3 种新
的医院制剂。

据悉，这 3 种制剂原方均为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骨质疏松
科孔西建主任医师在近 20 年骨
伤疾病治疗实践中结合古方化
裁而来，并经医院多名专家参与
审定，且早在2013年医院已取得
了 配 方 及 制 备 工 艺 的 发 明 专
利。这3个制剂均为骨质疏松症
患者用药，并各有所长，弥补了
医院骨质疏松症患者内部制剂
较少的缺憾。

孔西建说，在3种制剂中，骨
松益骨丸可以补肾健脾，益气活
血，强筋壮骨，通络止痛，适用于
脾肾气虚证原发性、继发性骨质
疏松症和骨软化症等症；骨松健
骨丸可以滋补肝肾，填精补髓，
化瘀通络，健骨止痛，适用于肝
肾阴虚型原发性、继发性骨质疏
松症和骨软化症；骨松强骨丸可
以益气补肾，强筋壮骨，温阳通
脉，理气止痛，适用于肾阳虚型
原发性、继发性骨质疏松症和骨
软化症。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又有3种院内制剂获批

（名单由医药卫生报社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