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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存在诸多不利因
素且希望渺茫的救治过程，但是
医务人员争分夺秒、协同作战，
最终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4 月 13 日 5 时 39 分，周口市
人民医院急诊科接到120指挥中
心指令——周口市川汇区西环
路与建设路交叉口附近的河堤
旁躺着一位昏迷患者，急需抢
救。

5 时 55 分，周口市人民医院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检查发现，
患者为一名年轻男性，症状表
现：神志不清，浑身冰冷潮湿，身

边有许多呕吐物，口鼻散发着浓
重 的 有 机 磷 农 药 所 特 有 的 味
道。随后，急救人员立即实施快
速体格检查，然后将患者抬到救
护车上，并在返回途中给予吸氧
等。

6 时 13 分，救护车到达周口
市人民医院。针对患者血压测
不出、双侧瞳孔缩小呈针尖样、
口中涌出大量白色泡沫痰、呼吸
急促等症状，董建洲医生迅速判
断患者为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
且伴有呼吸衰竭症状。于是，医
务人员立即为患者洗胃、导泻，

检测血糖，建立静脉通道，进行
心电监护，同时应用阿托品、解
磷定等解毒药物。经过1个多小
时的抢救，医务人员彻底洗清患
者胃内容物，患者血压逐渐平
稳。但患者的呼吸仍然困难，随
时会有生命危险。

8 时 2 分，患者被紧急转至
重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治疗。
在主任李彩霞的指挥下，科室
医务人员迅速连接各种抢救装
置，紧急进行气管插管、抽血化
验、洗胃、下导尿管、纤维支气
管镜管理气道、中心静脉置管

等。
患者为重度有机磷农药中

毒，并出现中毒性心肌炎及急
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等。专
家决定为患者清除血液中的毒
物，并优先采取血液灌流等治
疗措施，迅速建立血液净化通
路。

患者侯某，现年 32 岁，因生
意失败欲轻生。4 月 13 日 2 时
许，侯某独自一人在河堤附近徘
徊，后自服白酒200毫升，继而吞
饮敌敌畏农药250毫升。

患者在住院期间，共计接受

血液灌流8次，应用阿托品针642
支。经过 1 周的精心治疗，患者
康复出院。

4 月 22 日，患者到医院复诊
时，特意买来水果送到重症监护
室，感谢医务人员的救命之恩。

据李彩霞医生介绍，患者
饮酒加快了血液循环速度，且
患者服用农药量较大，再加上
救治时间晚，这些诸多不利因
素给救治工作带来了挑战。据
悉，周口市人民医院应用血液
灌流技术之后，中毒患者的抢
救成功率得到大幅提升。

争分夺秒 为了年轻的生命
——周口市人民医院应用血液灌流技术成功救治一名中毒男子

本报记者 侯少飞 通讯员 胡艳梅 王 君

◆加强医政管理信息化水平

启 动“ 豫 健 康 ”微 信 公 众号，发挥河南医政医管宣传阵地作
用。按照国家部署，推进医疗机构、医师和护士电子证照改革试点
工作。充分发挥省级远程会诊平台、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作用，鼓
励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诊疗发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引导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建设“智慧医院”。建设“互联网+监管平台”，运用
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5G（第五代通信技术）等新技术，对医
疗真实性、用药合理性等进行智能监管与预警，逐步建立医疗行
业监管新模式。

（本报记者杨冬冬整理）

2020年河南省医政医管
18项工作要点

2020年，全省医政医管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大会、2020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精神，紧紧围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全面助力健康中原建设，坚持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加强医院内涵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
力完成三大攻坚任务，持续做好“6个提升”，统筹抓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等9项工作，切实推动全省医疗卫生事业再上新台阶。

●电子病历升级战

落实《河南省电子病历升级战工作方案（试行）》，到2020年底，所有二级医院电子
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达到3级以上；三级医院达到4级以上，实现电子病历信息
化诊疗服务环节全覆盖。全省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力争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行风建设持续提升

严格落实行风建设“九不准”和“三合理一规范”，健全行风管理和监督机制，重点打
击严重违法违规和人民群众反映较多的行风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强化
医德医风教育，培育医务人员良好精神风貌，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医的良好风气。

统筹做好9项工作打赢三大攻坚战

◆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

切实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领导，全面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
责制，把党的建设融入业务工作全过程，实现“两促进、两提升”。聚
焦老百姓看病就医的堵点，打通“最后一公里”，办好惠民实事。做
到“四个意识”明显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两个维护”更加自
觉。

◆突出做好新冠肺炎医疗救治工作

树立底线思维，健全新冠肺炎等重大传染病医疗救治体系。坚
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策略，关口前移，持续做好医疗机构预检分
诊、发热门诊、隔离病区、负压病房等规范化设置与管理，配齐配足定
点医院救治资源，确保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防控、有效救治。依
托实力较强的省市综合医院建设一批传染病医院，作为重大疫情医
疗救治基地；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建设一批独立的公共卫生医学中
心（科），逐步完善重大传染病救治体系。

◆推进分级诊疗和医联体建设

通过城市医联体建设，将医疗资源、医疗服务整合为一体，打造
新的医疗服务供给侧组织形态。探索对医联体实行医保资金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打包预付，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担，促进医防深
度融合。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以临床需求为导向，建设以优秀本科医学生为主体的医师队伍，加
强儿科、麻醉、重症、病理、精神等临床紧缺专业人才培养和药师队伍建
设。加快护理队伍建设，明确护理岗位设置与职责，更好地满足临床工
作及健康需求。加强医疗管理队伍建设，着力提高医政管理和医院管理
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联合省总工会组织开展河南省第二届腔
镜基本技能竞赛、河南省首届远程医疗技能竞赛。

◆认真做好医师资格考试工作

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和考试日程安排，按期完成报名资格审核、实践
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相关工作。布局第二批国家级实践技能考试
基地，建设考区报名资格在线审核系统，建立一支专业机考保障队伍，加
强医师资格考试安全保密管理，确保全面机考顺利实施。

◆加强重大疾病诊疗工作

将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增加至30个。加强肿瘤和儿童
白血病、血液病、恶性肿瘤等重大疾病的救治管理工作。

◆积极推进合理用药工作

加强电子处方规范管理，实行线上线下统一监管，探索提供互联
网和远程药学服务。落实处方点评制度，建立完善医疗机构合理用
药考核机制，扩大药品考核范围，提高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和药事管理
水平。

◆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医院建设发展过程中要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针对现实问题深耕
厚培、延伸发展，培育出有利于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医院文化，进一步弘扬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凝聚人心、
促进创新，提高医院服务质量与服务效率，推动医院可持续发展，提升医
务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县域医疗中心提质战

贯彻落实《河南省推进县域医疗中心建设指导意见》，加快推进剩余51所县（市）人
民医院和4所县（市）中医院提质升级，确保如期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实现县域医
疗中心全覆盖。进一步加强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医院工作，积极融入国家“千县工
程”，着力提升县医院综合服务能力，充分发挥县级医疗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争先战

持续加强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工作，全面实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完善以
质量效益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机制，不断提升考核针对性和精准度。用指标评
比，用数据评价，用业绩评判，全省上下形成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努力实现“三个转
变，三个提高”，即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高质量；运营模式从粗
放管理向精细管理转变，提高效率；资源配置从注重增加物质要素向人力资源发展转
变，提高待遇。

★医疗质量持续提升

指导各医疗机构贯彻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办法》，以执行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为
抓手，以落实相关专业质控指标为主线，强化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落实《河南省医疗
质量控制中心实施办法（试行）》，建立质控中心动态考评机制，加强对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动态考核，持续提升质控水平和能力。指导各医疗机构贯彻落实《医疗技术临床应
用管理办法》。利用“河南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限制类医疗技术
的备案管理。

★医疗服务持续提升

以“智慧医院”建设为抓手，探索实施与诚信制度相结合的“诊后统一结算”医疗付
费模式，深入开展智慧医疗服务。在全省推广“无偿献血者临床用血费用直接减免”等
10项改善服务举措，改善群众看病就医体验。组织开展多学科诊疗、分娩镇痛、日间手
术和加速康复外科等试点工作。完善急救中心（站）建设标准，统筹推进120院前急救
指挥体系和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救治中心建设，形成区域协同的急诊急救服务网
络，持续提升急危重症医疗救治能力。

★诊疗水平持续提升

加快推进“四级中心”建设，重点建设心血管、儿科、肿瘤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积
极创建呼吸、重症2个中心。建设好15个省级医学中心。规划布局一批省区域医疗中
心。遴选设置一批县级综合医院为三级医疗机构。推动省辖市实施“四所医院”“十大
专科”“三支队伍”建设，包括县域医疗中心，逐步形成功能齐全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提升区域疑难危重症诊疗水平，进一步提高优质医疗资源覆盖率。

★医疗（患者）安全持续提升

树立医疗机构总体安全观，筑牢医疗领域安全防线。强化医疗机构感染防控“三线
意识”，有效落实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防范化解感染暴发风险。加强血站、单采血浆站
标准化建设，强化血液质量监管，确保临床用血质量与安全。制定全省“平安医院”考核
评价细则，引导医疗机构加强院内安全防范系统建设。贯彻落实《河南省医疗纠纷预防
与处理办法》，指导各地加强警医联动，对各类伤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等
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零容忍”，严厉打击伤医和医闹等违法犯罪行为。

★医疗监管持续提升

落实医疗监管主体责任，完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执业政策。指导各地稳步推进
医院评审评价工作。组织开展新一轮大型医院巡查。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加强临床实
验室管理和同级别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加强抗肿瘤、抗菌等药物及重点监控
药品临床使用管理，加强人体器官移植、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等监管。持续加强社会办
医监管，引导社会办医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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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地市

郑州

开封

洛阳

平顶山

安阳

鹤壁

新乡

焦作

濮阳

许昌

漯河

三门峡

南阳

商丘

单位

河南省人民医院

河南省肿瘤医院

河南省胸科医院

华中阜外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河南省中医院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郑州儿童医院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郑州市中医院

郑州颐和医院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登封市人民医院

巩义市人民医院

中牟县人民医院

河南大学淮河医院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开封市中心医院

开封市人民医院

开封市传染病医院

开封市中医院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洛阳市中心医院

洛阳东方医院

洛阳市妇幼保健院

洛阳新区人民医院

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

汝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安阳市人民医院

安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安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滑县人民医院

滑县中心医院

鹤壁市人民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

新乡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乡市中心医院

焦作市人民医院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

濮阳市人民医院

濮阳市油田总医院

濮阳市第五人民医院

许昌市中心医院

许昌市人民医院

许昌市立医院

许昌市妇幼保健院

许昌市结核病防治所

漯河市中心医院

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

黄河三门峡医院

三门峡市中心医院

南阳市中心医院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南阳市第六人民医院

邓州市中心医院

桐柏县人民医院

镇平县人民医院

商丘市立医院

夏邑县人民医院

睢县中医院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信阳

周口

驻马店

济源

信阳市中心医院

周口市中心医院

周口市中医院

周口市妇幼保健院

周口市传染病医院

郸城县人民医院

太康县人民医院

项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项城市中医院

驻马店市中心医院

济源市人民医院

河南首批具备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能力医疗机构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