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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六 庚子年六月廿六

完善信息监测体系 建立三级应对机制

河南易短缺药品临床供应有保障

186

医务人员贴心服务

聋哑产妇顺利产子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杜亚军

助产士门诊开诊，准妈妈笑了
本报记者 刘 旸 通讯员 华小亚 文/图

郑州发布新版“禁烟令”
公共场所抽烟最高可罚200元

河南聚焦养老难题
促进城乡医养结合一体化发展

25名抗疫英雄子女
赴北戴河参加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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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侯金斤）
即日起，河南启动2020年度卒中高危人群筛
查与干预项目，加大人群筛查和干预力度，进
一步完善质量控制，全力推进卒中防治工作。

河南是人口大省，也是卒中高发地区之
一。面对卒中高发态势，卒中高危人群筛查
与综合干预项目对我省有效降低卒中发病
率、复发率、致残率、死亡率起到非常积极的
作用。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卒中防治中
心、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在扎实做好筛查与
干预项目的基础上，加快卒中区域防治工作
体系建设，以卒中防治项目实施和适宜技术
推广为抓手，积极围绕“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
程”开展工作，推进全省卒中防治工作再上新
台阶。

今年，卒中防治及项目工作时间紧、任务
量大、难度大。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卒中
防治机构在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认真制定和落实 2020 年工作计划和实施方
案，保质保量完成全年任务；继续加强组织领
导及发挥多学科协同作用，注重医防结合、强
化预防为主，提升卒中综合防治水平；积极组
织辖区医疗机构、急救单位、疾控机构等联合
开展“防、治、管、康”一体化区域卒中防治工
作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医务人员心脑血管病
防治知识与技能规范化培训；加强高血压病、
糖尿病等疾病高危人群管控，提高综合保障
水平，强化宣传引导，切实做好“减少百万新发残疾工程”相关工作。

省卫生健康委还对2019年度卒中高危人群筛查与干预项目工
作成绩突出的安阳市人民医院、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郑州人民医
院、南阳南石医院、周口市中心医院5家单位进行了表彰。

本报讯 （记者常 娟）8 月
12日，记者从郑州大学第五附属
医院获悉，河南成立社区暨乡镇
医养结合分会，以进一步促进老
年医学和健康服务事业的科学
发展。

河南社区暨乡镇医养结合
分会是河南省老年学和老年医
学学会的下设分会，首届主委
单位设在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该分会主旨是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以老年学和老年
医学为主题，积极开展老年健
康研究、创新城乡医养结合模
式，并根据政策和目标导向，在
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学术活
动、国际交流等方面大力开展
宣传培训和活动交流，积极推
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
养结合发展。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
主任、河南省老龄办常务副主任

王成增在会上说，希望郑州大学
第五附属医院，进一步提升医疗
服务水平，发挥好“医养结合实
践研究基地”平台作用；希望分
会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根据
政策和目标导向，大力开展宣传
培训和学术交流，积极推进老年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和医养结合
发展；希望分会各成员单位，整
合利用各方资源优势，强化医疗
卫生与养老服务衔接。

本报讯（记者常 娟）2018 年河南电子病
历平均水平低于全国，2019年河南三级医疗机
构电子病历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全国排名第七，
二级医疗机构全国排名第六。河南是如何做
到的？8月12日，在全国电子病历分级评价工
作省级推进经验交流会上，河南向全国分享了
经验。

2020年，河南将电子病历评级工作列为医
政医管工作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并在年初印发
的《河南省三级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20~
2025年）中，把三级医院的电子病历评级要达
到4级以上作为一个前置条件加以硬性界定。

国家于7月1日启动2020年医疗机构电子
病历评级工作，河南认真贯彻落实有关要求，6
月9日召开工作推进会，提出电子病历信息化
建设实行一把手工程，要求各医院再接再厉，
在全面推进工作的同时做好本年度评级的数
据上报工作。

同时，为凸显“精准”原则，河南遴选精兵
强将成立省级专家组，分片包干，根据不同医
院的实际需求，分层开展培训、指导、督导以及
年度分级评价的现场核查等一系列工作。6月
9日，对拟申报4级的医疗机构实证材料准备要
点进行了解读；6月10日，对拟申报5级的医疗
机构进行专题培训，技术培训后，分片包干的5
组专家分赴全省各地，解读标准、现场指导、调
研座谈、解疑释惑，辅导申报工作。

数据上报工作结束后，河南分层制定全省
的分级评价规划。对自评为5级、6级的17家
医疗机构全部进行现场核查；对自评4级的132
家医疗机构首先进行实证材料审核，对其中新
增自评 4 级且实证材料通过审核的 72 家医疗

机构进行现场核查；对自评3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进行了数据核查
和现场抽查。在现场核查中，专家组对各医院进行点评，形成意
见书进行反馈；不符合标准的，予以降级。

河南特别强调，电子病历分级评
价的专家组必须讲政治守纪律，评价
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专家组到每一
家医院评审后都要签署医疗机构整改
通知书，由院长签字盖章，专家组逐一
署名。对核查中发现的实证材料没有
达标的30家医院及其中涉嫌抄袭的6
家医院，河南还给予全省通报批评和
严重警告。 （详细内容请扫码关注）

本报讯 （记者杨冬冬 通
讯员季毫杰）8 月 13 日下午，在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药政处，一面
印有“保障患者基本用药、捍卫
群众生命健康”的锦旗从尼曼匹
克病患者手中缓缓展开……这
面锦旗不仅代表了群众对省卫
生健康委落实罕见病患者用药
政策，保障罕见病用药麦格司他
药品供应表示真挚的感谢，更是
对省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保障短
缺药品供应工作的肯定。

据了解，省卫生健康委高度
重视短缺药品供应保障工作，今
年年初，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建立
多部门组成的短缺药品供应保
障会商联动机制正式出台，为保
障短缺药品供应形成合力。

不仅如此，省卫生健康委还
利用网络直报系统，完善监测体
系，督促指导基层提高短缺药品
信息收集、分析、处置能力和效
率，强化短缺药品信息直报和短
缺信息多元采集，形成了医疗机

构、药品流通企业、社会舆情等
多维度信息监测以及省、市、县
卫生健康部门三级应对机制。
截至目前，通过直报系统，医疗
机构上报短缺药品信息 2230 余
条，涉及药品 750 余种；省级上
报国家平台 70 余条信息，涉及
药品20余种。

省卫生健康委还根据短缺药
品信息数据分析，梳理报送频次
较高、量较大的药品短缺信息，向
医疗机构和省内大型医药配送公

司进行信息确认，经专家论证，先
后累计制定 5 期短缺药品清单，
共涉及63种药品，并及时向全省
各级医疗机构进行短缺药品信息
预警和供应信息发布。

省卫生健康委采取有效措
施，分类应对，科学研判短缺原
因，针对信息不畅、产能不足、配
送原因等导致的药品紧缺，发挥
会商联动机制作用，通过约谈警
告、供需对接、协商调剂、应急调
拨、加大储备等有效措施分类应

对药品短缺；疫情时期，协调有关
企业调拨临床紧缺的新冠肺炎治
疗药品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60 盒
共 7200 片和 6000 盒金花清感颗
粒，定向定点定量分配至省内定
点救治医疗机构，解决用药短缺
问题，保障确诊患者及时得到救
治；7月中旬，协调保障了河南省
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河南省职业
病医院）急需的二硫丙磺酸钠注
射液，保障了汞中毒、铅中毒、肝
豆状核变性病人用药需求。

本报讯（记者史 尧）8月13
日上午，共青团河南省卫生健康
系统工作委员会组织 25 名抗疫
一线医务人员的子女，从郑州出
发前往全国青少年北戴河活动
营地，参加第五期“为奉献者奉
献——从小学习榜样，投身强国
伟业”关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子
女夏令营活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青基会与
中国少年儿童发展服务中心联
合33家省级青基会共同开展，分
6期举办，8月1日开始，8月19日

结束。在本期 6 天的营地活动
中，孩子们将参观山海关、鸽子
窝公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观
看红色题材电影；观看“中国战

‘疫’时间线”宣传片，开展“中国
速度”“中国力量”等视频教学；
进行“爸爸妈妈在战场”故事会、

“习爷爷教导记心中”主题队日、
红色实践体验活动等，增进对党
和祖国的朴素感情，树立“从小
学习榜样，投身强国伟业”的人
生志向，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朝气
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今年 8 月是河南省妇幼
保健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助产士门诊开诊的第
一个月。

这间有些特殊的门诊，
选派有经验的助产士，为低
危孕妇提供“一对一”诊疗服
务，便于她们在孕期开始学
习分娩知识，减少她们对分
娩的焦虑。

“开设助产士门诊，将关
口前移到孕期，让孕妇学习
分娩知识；通过参观产房、介
绍产程等方式，避免孕妇生
产时手足无措。这些是为了
让 孕 妇 和 助 产 士 配 合 得 更
好，增加彼此的信任度，降低
剖宫产率，保障母婴安全。”
河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总护
士长方惠说。

助产士门诊结合每个孕
妇的特点给予个性化指导，
讲解孕期保健、自然分娩以
及 母 乳 喂 养 等 知 识 。 在 这

里，助产士和孕妇像朋友一
样聊天交流，解答她们的各
种问题，增强其自然分娩的
信心。

助产士门诊还会为健康
的孕晚期孕妇、低危孕妇、孕
妇家属制定个性化《分娩计划
书》，记录孕妇分娩期意愿、产
时应对方式等预期计划，以便
医务人员及时有效地提供相
应服务。

“孕妇深度参与分娩的计
划和实施过程，真正做到‘我
的分娩我做主’，她们对我们
的认可度也更高了。”河南省
妇幼保健院主管护师、助产士
李艳霞说，开设助产士门诊，
还让更多孕妇、更多家庭了解
助产士这一职业，提升了助产
士的职业荣誉感。

现在，河南省妇幼保健院
的助产士门诊每个工作日都
正常开诊，帮助更多的孕妇

“有备分娩”。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
员李泊龙）从 8 月 5 日起，《郑州
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修正案正式施
行，对违反《条例》规定在禁止区
域吸烟的个人，由市、区卫生健
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
可以处 5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
处200元罚款。

“检查员对违反本条例规定
在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吸烟的，
责令改正，并可处 5 元罚款。”这
是于22年前施行的《郑州市公共
场所禁止吸烟条例》规定的，随
着新版《条例》的发布，成为历
史。此次修改的《条例》规定：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区域
吸烟的个人，由市、区卫生健康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改正，可
以处 50 元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200元罚款。”

依据新版《条例》之规定，郑
州市区的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
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
烟。室外区域禁止吸烟的公共
场所包括托儿所、幼儿园、中小
学校、少年宫、教育培训机构等
主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教育、教
学、活动、服务的场所；第一项规
定以外的其他学校、培训机构的
室外教学区域；妇幼保健院、儿
童医院等主要为妇女、儿童提供
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福利
机构；体育健身场馆、演出场所
的室外观众座席和比赛、健身、
演出区域；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

护单位；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公共场所。

同时，新版《条例》规定，公
民有权制止在禁止吸烟的公共
场所的吸烟者吸烟。个人在禁
止吸烟场所内发现吸烟行为的，
可以行使下列权利：劝阻吸烟者
停止吸烟；要求该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劝阻吸烟者停止吸
烟；拨打郑州市 12320 卫生健康
热线投诉举报。

此外，市、区卫生健康行政
主管部门对禁止吸烟的公共场
所的所在单位违反《条例》，造成
该公共场所多次发生吸烟行为
的，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对
逾期不改正的，处以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罚款。

8月7日，在郑州市妇幼保健
院的产房里，没有产妇声嘶力竭
的喊声，没有医生和助产士的加
油声，产妇小丽（化名）“悄悄”地
顺产一子。

“我叫赵冬艳，是给你接生的
助产士，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用劲儿的时候，胳膊拉着这
个把手往上提一下，就像提东西
一样……”

这些是助产士们写给小丽
的话。在小丽待产和分娩过程
中，助产士张倩、赵冬艳为了帮
助小丽分娩，通过纸笔写字和手
机打字，与小丽进行了1000多字
的交流。

与剖宫产相比，顺产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有很多问题需要沟
通。小丽是一名聋哑人，这给医
患之间的交流增加了难度。

针对小丽的情况，产房护士
长白丽慧咨询了郑州特殊教育专
业的教师，录制视频，让医务人员
一起学习与分娩有关的手语。

“加油！”“用力！”“用力小
一点儿”不同的手势代表不同
的意思，医患之间终于有了“共
同语言”。

“宫口开全
了，不要害怕，
不要紧张！”“深
呼吸，现在向下
用力！”经过4个

多小时的努力，小丽顺利生下一
名健康男婴。赵冬艳迅速给宝宝
擦干身体，第一时间把宝宝放到
小丽的肚子上裸趴，完成了母子
间的第一次拥抱。小丽喜极而
泣，用手语向医务人员表示谢谢。

其实，这是小丽第二次选择
来郑州市妇幼保健院生孩子了。
2014 年 5 月，小丽曾经在该院顺
利生下第一胎。当时，医务人员
来不及学习手语，通过文字与小
丽交流，无微不至的关怀给小丽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小丽
毫不犹豫地选择到该院待产。

白丽慧说，为了贯彻医院“医
疗服务我最专”“护理服务我最
暖”的服务理念，她们这次安排了
6个人在产房为小丽服务。与一
般产妇不同的是，有人专门用文
字和手语与小丽沟通。有时候，
助产士们还需要一边沟通一边

“演练”。
正因为贴心细致的服务，每

年有1.5万多名孕产妇像小丽一
样，选择在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分
娩，自建院至今已有近40万新生
命在这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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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为孕妇提供“一对一”诊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