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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四 庚子年三月十七

致敬一线医务人员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战斗中，

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舍生忘死、逆
行而上、顽强拼搏、日夜奋战，展现
了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面
貌，给患者和家属带来希望，给亿万
人民带来感动。河南省先后组建
15批医疗队支援湖北，受到社会各
界好评。

给医务人员最好的致敬，是全
社会关心关爱医务人员。2 月 29
日，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保护关心
爱护医务人员的通知》，从薪酬待
遇、职称评聘、执业环境等方面，以
更务实、更有力、更贴心的举措保障
医务人员的各项权益。

我们呼吁全社会积极行动，关
心爱护医务人员，特开设“致敬一
线医务人员”项目，预计筹款 550
万元，主要用于关爱河南疫情防控
一线医务人员。具体发放标准视
筹款金额而定。该项目由河南省
红十字基金会、医药卫生报社经省
卫生健康委、省红十字会批准后共

同执行，募捐方案备案编号为：
534100003217073733A20001。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截
至3月26日，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
共接受2806832人/次爱心捐款，共
计2297.5万元；接受捐赠物资24批
次，价值 1058 万元，已在第一时间
按照疫情防控需要和捐赠人意愿分
配使用完毕。

河南省红十字基金会于 2014
年12月经河南省民政厅批准成立，
是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省级公募基
金会。医药卫生报社成立于 1985
年 8 月，整体实力在全国医药卫生
类专业媒体中位居前列，并多次荣
获各类奖项。

让我们向奋战在疫情防控一线
的医务人员致
以最崇高的敬
意！

请扫描二
维码为一线医
务人员奉献爱
心。（李振波）

省人民医院支援基层专家的奋战与守护
本报记者 冯金灿

2020年妇幼健康相关项目有了新调整

出现新增病例 河南防止“一刀切”追责

今年起，临床医师新入职、
晋中级职称均需要住培合格证

援疆专家携手当地团队救治
主动脉夹层患者奇迹生还

本报记者 史 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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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 娟）4 月 7 日，
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全省卫生健康科技教育工作要点确
定。从今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凡
是拟从事临床医疗工作的高等医学
院校医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
生、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所有新进医疗
岗位的本科及以上学历临床医师均
应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同时，
取得住培合格证书成为临床医学专
业岗位聘任和晋升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的条件之一。

今年，省卫生健康委围绕加强科
技创新能力建设、强化实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巩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加大基层人才培养力度、协同推
进院校医学教育改革、改革完善继续
医学教育等方面，做好卫生健康科技
教育工作。在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
设上，省卫生健康委继续做好 2020 年
度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省部共
建项目和联合共建项目立项和管理
工作，布局一批省医学重点（培育）学
科、重点实验室；同时，开展涉及人的
生命科学和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备案
及其监管工作，并加强临床医学科研
管理，积极稳妥推进干细胞临床研
究。

在强化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上，
省卫生健康委着重加强制度建设，修

订完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
管理办法等制度，调整生物安全专家
委员会，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建立生
物安全技术管理平台，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进一步完善监管指标审核体
系，按照属地化管理原则，分级分批
开展监督检查，实现监管全覆盖；加
强实验室生物样本管理，推进省级菌
（毒）种保藏中心建设，集中储存病原
微生物菌（毒）种等生物资源，确保国
家生物资源安全和有效利用，并加强
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强化生物
安全意识，确保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

在巩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

度及加大基层人才培养力度上，省卫
生健康委提出，今年，河南计划新招
住院医师 3600 名，招收各类全科医生
4000 人进行培训，实现每万名城乡居
民 2 名~3 名全科医生的目标。

在协同推进院校医学教育改革、
完善继续医学教育上，省卫生健康委
将会同教育等部门加强医学院校教
育管理，从源头上提高卫生人才培养
质量，并按照行业需求和办学条件，
规范医药卫生类专业设置，引导学校
调整办学结构，提高办学水平；同时，
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继续医学
教 育 管 理 ，推 进“ 互 联 网 + 医 学 教
育”，扩大继续医学教育覆盖面。

本报综合消息 4 月 7 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
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第四十七场新闻发布
会。在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若石介绍了河
南省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情况。

4月6日0时~24时，河南省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

截至4月6日24时，河南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
1273例，累计出院1250例。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3
例，其中出院2例。目前在院隔离治疗2例,其中本地确诊
病例1例、境外输入病例1例，均为轻症。尚在医学观察无
症状感染者7例，其中本地报告2例，境外输入报告5例。

自1月21日起，全省已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40128
人。4月6日解除观察37人，目前有276人正在接受医学
观察。

据张若石介绍，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巩固拓展疫
情防控成果，防止出现防控漏洞。4 月 6 日，省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就扩大无症状感染者筛查检测范
围下发通知，要求自 4 月 7 日起，对确诊病例、疑似
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武汉市来豫
返豫人员全部免费开展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和血清检
测。对检测结果为阳性的，立即隔离治疗，对其密切
接触者集中隔离。对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新冠
肺炎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阴性的武汉来豫返豫人
员，做好信息登记工作，不得采取歧视性措施。

本报讯 （记者刘 旸）近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的通知明确，
依据国家财政事权改革、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调整以及健康扶贫政策相
关要求，2020 年妇幼健康相关项目有
了新的调整。

通知明确，农村妇女“两癌”（乳腺
癌、宫颈癌）项目、贫困地区新生儿疾
病筛查项目、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
项目、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和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等妇幼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项目管理，改变了原有经费拨付渠
道，但各级妇幼健康主管部门在指导、
监管和推进项目实施方面的责任没有
改变。同时，各地要依据《国家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继续实施
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各
地还要结合当地实际有序组织实施，
积极扩大项目覆盖范围，落实项目方
案，确保工作不断档、服务不掉线、质
量不降低。

通知要求，实施原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妇幼相关项目时，各地要按照

“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注重实效、分
级实施”的原则，为辖区常住孕产妇
建立《母子健康手册》，积极引导孕产
妇使用河南省母子健康 APP（智能手
机的第三方应用程序），进行孕产妇
全程追踪与管理；在开展儿童健康管
理过程中，除完成常规检查项目外，
重点规范开展 6 岁以下儿童眼保健和

视力检查工作，推进儿童残疾筛查和
健康指导。

新划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妇幼
相关项目中，农村妇女“两癌”筛查项
目、贫困地区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继
续纳入全省重点民生实事项目，统筹
组织落实。基本避孕服务项目内容，
则整合了免费提供基本避孕药具与免
费实施基本避孕手术两部分内容，其
中免费基本避孕手术与原计划生育免
费避孕节育手术服务内容不同，不再
保留人工流（引）产术服务内容，增加
放置、取出皮下埋植剂技术服务内
容。妇幼卫生监测项目，要在保证完
成国家监测点任务的基础上，重点加
强妇幼年报数据逻辑校验和质量控

制，确保及时、完整、准确填报。
针对婚前保健项目，2020年，省级

设立专项资金持续在全省范围内免费
开展婚前保健项目，该项目也被列入
2020年度重点绩效考核内容。

同时，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
规范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严格按规
定安排使用，加强项目资金管理，专款
专用，确保项目工作如期开展。为了
保证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新划入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原妇幼重大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不限于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使用。省卫生健康委、省财政
厅将继续对各项目实施情况开展绩效
评价，持续推进妇幼相关项目各项任
务落实。

疫情发生后，河南省人民医院作
为危重患者转运和救治省级对口医
院，承担 9 个省辖市转诊的危重症患
者的救治工作，先后接受基层医院转
诊的重症、危重症患者37人。

此外，该院还按照省卫生健康委
部署，第一时间组织 6 名专家，前往周
口、南阳等地支援；派出一支 7 人医疗
队到疫情严重的南阳，帮助当地救治
患者。在该院 13 名专家支援下，南阳
等地新冠肺炎患者陆续清零……清零
的背后，是该院支援基层专家的奋战
与守护。

勇于担当
克服困难赶往第一线

2 月 3 日中午，接到省卫生健康委
紧急抽调专家支援基层医疗救治工作
的通知后，省人民医院医务部第一时
间制定方案，组织调配相关专家，妥
善安排院内救治工作，并会同院办、
感染管理科等多部门安排专家派驻基
层所需的医疗防护用具，合理规划行
程，并建立了院本部与派驻专家密切
联系和工作反馈机制。

当天晚上，秦秉玉、张晓菊、陈卓
昌、邵换璋、杨志刚、忽新刚 6 名专家
如期进驻周口、南阳等地医院，立即
开展工作。

作为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
副组长和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主任，张晓菊 2 月 3 日接到任务，
当天晚上就自带医用防护物资赶到南
阳，指导当地危重症患者救治。2 月 4
日一大早，张晓菊开始全面了解南阳
所有危重症患者情况。两天内，在南
阳市中心医院、南阳医专附属医院，
通过远程会诊，张晓菊和同组专家、
当地医疗救治组成员密切配合，先后
会诊了8名危重症患者。

2 月 10 日，接到省卫生健康委下
发的关于组派医疗队支援南阳等地开

展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的通知后，
省人民医院立刻按要求组建医疗团
队，做好物资保障。当天，一支覆盖
呼吸、重症、心内、院感、护理等 6 个专
业，一半以上为党员的高年资精干医
疗队组建完成，迅速赶赴南阳开展医
疗支援。

得知作为医疗队队长奔赴南阳，该
院重症外科主任代荣钦说：“我知道只要
科学防护，一般不会有问题。只是我的
妻子是一名血液科医生，她值夜班时，谁
来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刚做完白内障
手术的母亲？我走之后，如何快速应对
病区里重症患者的突发状况？”

虽然很担心，但是他毅然带队出
征，“我把大家平安带出去，也得平安
带回来。”临走时，代荣钦坚定地说。

搬运物资也是医疗队必须面对的
一项考验。该院感染科医生马力就因
此不慎扭伤了右脚，导致脚踝肿胀严
重，疼痛难忍。马力敷上膏药，仍旧
坚持每天和一线医生一起到隔离病房
查房会诊。一站一天，一走上万步。

持之以恒
不辞劳苦救治危重症患者

“医疗队需要深入一线，落实专家组
的会诊意见，看看患者有没有什么新变
化。”该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汪铮说，

“在医疗队的工作安排中，到隔离区和患
者面对面，也是重要工作项目之一。线
上诊疗虽然快捷方便，但是查体是一名
医生的基本技能，也是诊疗疾病的重要
手段。我们去了，患者才会更安心。”

和衣而睡、枕戈待旦、24 小时待
命……这就是医疗队员的工作常态。

除了医疗队工作辛苦，专家组的工
作同样不轻松。穿着层层防护服，在急
诊呼吸门诊坐诊8小时……2月3日，该
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杨志刚结束坐诊工
作后，没有回家，也顾不上休息，就直奔
安阳。

了解当地疫情、查看确诊患者病
历、指导重症患者救治等，当天 21 时
30 分赶到安阳后，杨志刚立即投入工
作中，指导救治重症患者。

2 月 5 日 11 时许，一名重症患者
由于身患基础疾病，病情危急。经过
杨志刚等人的及时抢救，患者的情况
终于稳定下来。这时，杨志刚才挤出
几分钟的时间，端起盒饭迅速扒了几
口。

同样的情景也发生在周口。2月3
日晚上，省人民医院急危重症医学部
主任秦秉玉带领省级医疗专家团队连
夜抵达周口，第二天一大早就全身心
投入救治工作中。2 月 4 日上午，秦秉
玉带领专家组除了对两位病情较重的
患者进行详细会诊外，还对另外9名轻
症患者的治疗情况逐一梳理和指导。

进驻周口以来，秦秉玉不但了解
了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太康县人民
医院、项城市人民医院、沈丘县人民
医院等定点医院每位确诊患者的病
情，更是对重症患者的整体治疗严格
把关，协调各方及时转诊，使重症患
者得到了有效治疗。

每天忙完回到住处，都已是深夜，
但秦秉玉觉得，自己深入基层定点医
院支援非常有意义。

据介绍，省人民医院 13 名专家到
达基层后，迅速投入一线救治工作，
完成了医疗救治、规范流程、危重会
诊、防控培训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参
与诊断、救治多名危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并搭建起重症患者生命转运通
道；指导轻症患者治疗用药，实施“一
人一案”，为基层医务人员带去了科
学有效的防护知识。

成效明显
助力对口支援地市迅速清零

2 月的最后一天，听到南阳宣布
本地住院病例“清零”的消息，已经在

南阳奋战28天的张晓菊长出一口气。
在南阳期间，张晓菊成功救治多

位高难度新冠肺炎患者。其中，孕 36
周的产妇病情危重。产妇有妊娠期糖
尿病史，于2月2日下午实施剖宫产手
术，生下男婴，后多次出现呼吸衰竭，
体温最高超过 40 摄氏度，生命垂危；
后经应用 ECMO（体外膜肺氧合）+呼
吸机辅助呼吸及对症治疗，逐渐好
转，并于2月22日治愈出院。

除了救治患者，省人民医院专家
还努力让基层医务人员树立科学的防
护意识、熟练掌握正确的隔离衣穿脱
流程、隔离区各项诊疗环节符合医院
感染管理规范。为此，省人民医院支
援南阳医疗队员、该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护士长王海播，该院感染管理
科主治医师轩凯实地考察基层医院接
诊环节，指导合理分区、优化流程，建
议当地医院建立医务人员梯队，科学
排班，合理分工，保障医务人员得到
充分休息；同时，他们还开展专业隔
离服穿脱培训，让大家做到防护知识
了然于胸。

如今，经过省人民医院 13 名专家
的不懈努力，该院对口支援的 9 个省
辖市陆续清零。

“守好河南的大门，也就守好了咱
们的家。”回忆起支援基层期间的高
强度工作，他们意犹未尽。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我们被
派驻到基层医院支援防控工作，这既
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我们一定不辱使命，一起取得这
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陈卓昌、
邵换璋、忽新刚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
纷纷表示。

“历史是由无数无名英雄书写和
创造的，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在
南阳完成医疗工作后，马力还主动献
血 200 毫升，为救治更多的患者再出
一份力。

4月4日下午，在ICU（重症监护
室），孙国康对妻子刘雪梅说：“老婆，我
饿。”这是20多天来丈夫跟她说的第一
句话。“那一刻，我开心极了，是援疆专
家把他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她说，现
在丈夫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56 岁的孙国康是一名超市供货
员。3 月 9 日他在库房整理货物时
突然感觉到背部剧烈的撕裂状疼
痛，随后腿脚无力倒地。

“严重呕吐、便血 5 盆，随后进入
昏迷状态……”4月1日，刘雪梅抱着
最后的希望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门诊挂号处，徘徊中她看到
了介绍援疆专家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心外科副主任舒礼良博士的一
块展板。值班医生问清患者基本情
况后，带她找到了以第二十批中组
部、团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的身份到
新疆挂职的舒礼良博士。

Ⅰ型主动脉夹层、多脏器供血不
足、低蛋白、重度贫血……舒礼良博士立
刻与医院心外科专家进行了病例讨论。

舒礼良说，Ⅰ型主动脉夹层非常凶
险，发生在升主动脉和主动脉弓，48小
时内死亡率可达到50%；如果拖延不
治，一个月内的死亡率达90%。

“哪怕只有一线生机，咱们也要合
力试试。”舒礼良与团队达成了一致意
见，医院心外、麻醉、手术室、监护室等
相关专业医务人员立刻为患者进行了

细致的手术准备。因为疫情的原因，该
院党委立即组织通过绿色通道快速采
购相关物品，医院血库积极筹备1200
毫升手术用血确保第一时间到位。

4月2日18时30分，孙国康被推进
手术室。经过8个小时努力，舒礼良与
几位心外专家相互配合，成功为患者在
体外循环下实施“升主动脉替换术+全
弓血管置换+象鼻支架植入术”。

4月6日上午，在心外科医生办公
室里，刘雪梅亲手将鲜花送给了丈夫的
救命恩人。“万分感谢，你们救了我的丈
夫，挽救了我的家庭。”此时的刘雪梅已
泣不成声。

提起这台手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张总刚说：“这是
一次援疆专家与本地心外团队的携手
作战，更是疫情中以‘患者至上’打赢的
一场阻击战。”

据了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
院是新疆最早开展心脏外科的单位之
一。近年来，该科室有了长足发展。

“去年9月，舒礼良博士和中国医
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外科援疆专家宋
民进驻科室，不仅带来大血管微创手
术、杂交手术等新技术，而且对推进专
科化建设，教学及科研能力的提升有很
大帮助。”张总刚说。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常 娟）
4 月 8 日，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若
石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南省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专题第四十八场新
闻发布会上说，全省各地要坚持实
事求是，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有
关信息，回应社会关切，注意防止对
出现新增病例“一刀切”追责的不当
做法。

张若石说，当前，无症状感染
者等因素给疫情防控工作增加了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隐蔽性也给
防控带来了很大难度，内防反弹任
务艰巨。各地要坚持实事求是，及

时公开透明发布有关信息，回应社
会关切。注意防止对出现新增病
例“一刀切”追责的不当做法。对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未造成传播
扩散的，予以表扬；对瞒报、迟报、
漏报相关情况，造成严重后果和不
良影响的，依法依规严肃追究有关
人员责任。

自 4 月 8 日零时起，武汉市解
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标志着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英雄
的武汉人民为全国防疫做出了巨
大贡献。这一刻武汉人民期盼已
久，全国人民期待多时。但是，“解

封”不是“解防”，解封通道不是解
除防控，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提高
警惕，继续保持防控思想不放松、
防控标准不降低。

全 省 各 地 要 准 确 把 握 关 于 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重大判断，全面落
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
坚决杜绝麻痹大意思想、松劲懈怠
情绪，建立健全及时发现、快速处
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的常态化
防控机制，把问题想得更多一些，
把困难想得更大一些，把措施定得
更细一些，努力在这场重大考验中
交出合格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