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舞钢市开
展了“120 急救宣传日”暨救
护车发放仪式。当天，价值
110 余万元的 7 辆崭新救护
车发放到武功卫生院等 7 家
乡镇卫生院。据了解，这是
舞钢市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目标，完善城乡医疗急救体
系建设，不断满足社会对医
疗急救的需求，持续提升院
前急救能力的又一重大举
措。

院前急救医疗是社会保
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基本医疗的提供者，是医疗
卫 生 行 业 的 重 要 责 任 之
一。舞钢市 2007 年 9 月成立
120 急 救 指 挥 中 心 。 按 照

“统一指挥调度，划分就近
出诊，合理分流转运，保证

急救质量”的原则，舞钢市
人民医院和舞钢总医院两
家急救站确保“1 分钟受理，
2 分钟调度，3 分钟出警”。
2020 年，舞钢市 120 急救指
挥中心共接警 10428 次，有
效指挥运送急救患者 2882
人次，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

据了解，面对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舞钢市医
务 人 员 齐 心 协 力 ，奋 力 拼
搏，充分发挥院前急救重要
作用，为全市始终保持“零
确诊”做出突出贡献。在活
动现场，舞钢市 120 急救指
挥中心的急救人员还演示
了穿脱防护服、七步洗手法
等。

（杜如红 段泓涛 陈会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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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王现超）日前，平舆县卫生
健康体育委员会下发通知，要
求2021年继续开展城乡医院对
口支援工作，深化紧密型医共
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精准帮扶乡级卫生院提升
医疗服务水平，不断改善群众
的就医体验。

一是精准对接。县级各公
立医院成立对口支援领导小

组，设立专门办公室，组织专家
到受援乡镇卫生院调研，针对
受援乡镇卫生院的技术、设备、
人员和业务工作发展实际情
况，实行精准对接，制定切实可
行的对口支援实施方案。

二是选派骨干。县级各公
立医院凡是需要晋升中级职称
的医务人员必须到受援乡镇卫
生院支援帮扶。2021 年，平舆
县共选派业务骨干83名下乡支

援帮扶。支援分两种形式进
行，一种是脱产支援，支援期间
支援单位停止其工号；另一种
是每周两天支援，支援期间支
援单位不停止其工号。

三是明确任务。下派业务
骨干要通过坐诊、查房带教、人
员培训等形式，帮助基层医务
人员提升技术服务能力。

四是强化督导。平舆县定
期或不定期对下派人员进行查

岗，发现不遵守纪律、脱岗人员
进行全系统通报，并取消晋升
职称资格。

据统计，2016年以来，平舆
县在城乡医院对口支援活动
中，共选派县直4家公立医院业
务骨干 462 名，开展培训、讲座
600余次，查房316次，进行病例
讨论206次，实行剖宫产、疝气、
阑尾炎手术 61 例，门诊诊疗
43164人次。

平舆县

持续推进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

全力筑牢基层疫情防线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王倩男）连日来，舞阳县
始终按照“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人物同防”的防控策略，
全力做好流调排查、追踪管
控、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等各
项工作。

提升核酸检测和疫苗接
种能力。舞阳县人民医院、
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核酸检
测实验室均已投入使用，全
县日检测能力达 10800 份；对
全县核酸检测及发热门诊医
务人员进行了系统培训，培
训人员达 430 人次；紧急采购
新冠病毒疫苗，对重点人群
分期分批接种，以构筑人群
免疫屏障。

提升卫生应急能力。舞
阳县成立了 5 支应急队伍，分
别是由 3100 人组成的社区网
格化管理专班、由 10 人组成
的大数据专班、由 1280 人组
成 的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储 备 专
班、由 1360 人组成的消杀专
班、由 45 人组成的心理干预
疏导专班；组织开展了疫情
防控应急处置演练和新冠病
毒疫苗紧急接种应急演练。

提升医疗救治能力。舞
阳县不断完善县、乡镇各医
疗卫生机构预检分诊、发热
门诊及核酸检测实验室、传
染病病区建设工作；县人民
医院成立了由 18 人组成的医
疗专家救治团队，按照综合
医院总床位数的 10%准备救
治床位；对全县 118 名医务人
员 进 行 了 医 疗 救 治 专 业 培
训，对 2766 名人员开展全员
培训。

提升物资储备能力。舞
阳县各医疗单位集中储备口罩、防护服、隔离
衣等医疗防护用品 44.7 万件，储备呼吸机、额
温计等医疗器械设备 209 台（件），负压救护
车 1 辆，储备各类抗病毒类药品 1.5 万支，储
备 84 消毒液等各类消杀物资 4500 多瓶，以备
紧急需要时随时调配。

提升院感防控能力。舞阳县加强医疗卫
生机构的关口把控能力，针对发热患者，严格
按照规范流程诊治；加强重点科室、重点部
门、重点环节院感管理；发挥发热门诊疫情预
警监测哨点作用，落实预检分检制度。

春节将至，大量学生返家，大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卢氏县中医院抽调业务骨干在门诊楼前核酸采集点，对返乡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要求“应检尽检”。据悉，卢氏县中医院每天大约为1000人做核酸检测。图为检测现场。

刘 岩 赵淑芳/摄

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
员马 雷）日前，睢县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召开会议，要求
建立周例会制度，总结经验，查摆问
题，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要求，要着力抓好以下 5
项工作。一是严格抽调人员工作纪
律，要求抽调人员脱离原单位工作，
纳入考勤管理；二是严格值班值守，
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三是严格落
实职责分工，新成立的综合服务
组、疫情防控组、医疗救治组、宣传
引导组、疫情督查组要严格按照职
责分工，高标准、严要求做好工作；
四是严格督查指导，重点督查指导
县乡医疗卫生机构“三必须”、物资
储备、值班值守、重点人群排查管
控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五是加强院感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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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你们能够指出来，图片中的两个小朋友哪些
地方是隐私部位，不能够让人随意触碰吗……”日前，在焦
作市博爱县，清化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幼儿园大班
的小朋友们上《爱护我们的身体》儿童防性侵公开课。

据了解，为切实加强女童保护工作，提高孩子们的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清化镇卫生院在开展健康教育进学
校的同时，积极同当地妇女联合会合作，为适龄女童增设安
全教育课程，引导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使孩子们在潜移
默化中受到了教育。

王正勋 侯林峰/摄

日前，在河南省医院协会基
层卫生分会举行的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视频培
训会上，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梅遂章强
调，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充
分发挥“哨点”作用，深刻认识当
前疫情防控形势的严峻复杂性，
深刻总结各地经验教训，严格落
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加快建设
运行基层发热门诊、发热哨点诊
室；加强院内感染防控，加强医务
人员个人防护，加强患者收入院
管理，加强陪护探视管理和院感
防控培训，坚决守住冬春季疫情
防线。

本次会议通过《医药卫生报》
直播平台全程直播，吸引了来自
全国各地的 40.6 万人次收听收
看。

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梅遂章说，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要加快建设运行发热门诊、发
热哨点诊室，完善预约诊疗和预
检分诊，规范发热患者处置流
程。

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要规范设置发热门
诊或者发热哨点诊室，确保常态

化疫情防控要求下实现对发热患
者的登记、筛查、隔离、报告、治
疗、转诊等功能；大力推行非急诊
患者预约诊疗，实行预约挂号、预
约检查和预约治疗，合理分配就
诊时间，对于老年人等不会进行
网上预约的群体，可采取电话预
约、窗口预约、亲友代办等措施；
要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在门
急诊规范设置预检分诊点和发热
患者就诊须知，安排有专业能力
和经验的医务人员询问症状体征
和流行病学史，并做好预检分诊
与发热门诊、发热哨点诊室的紧
密衔接，对发热患者，安排专人按
照指定路线引导至发热门诊或发
热哨点诊室就诊，进一步排查、鉴
别。所有出诊医师都要加强对患
者有关新冠肺炎症状和流行病学
史的问诊。

在规范发热患者处置流程方
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热门诊
和发热哨点诊室应当严格实行首
诊负责制，不得拒诊、拒收发热患
者。所有发热患者都应进行核酸
检测和血常规检查，并按规定登
记、报告。不具备检测能力的，需
通过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或第三
方检测机构合作的方式为发热患
者提供检测服务。

各县（市、区）应每天对乡镇
卫生院留观发热患者进行核酸检
测。排查期间，应单人单间医学
留观，不得擅自允许其自行转院
或离院。对于疑似病例或者不能
排除新冠肺炎感染的患者，要尽
快安排救护车转运至县级及以上
定点医院进一步排查、确诊；无症
状感染者和确诊病例，原则上转
运至省级定点医院救治。疫情期
间村卫生室原则上不得收治发热
患者。同时，要充分发挥县域医
共体的作用，对防控力量薄弱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及时安排支
持、支援人员，充实基层防控力
量。

进一步加强院内感染防控

“院感防控是疫情防控的关
键环节，也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薄弱环节。”梅遂章说，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要切实做好
个人防护、加强患者收入院管理
和陪护探视管理，加强出入通道
管理，并持续加强全员院感防控
培训。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
在诊疗活动中要坚持标准预防，
在标准预防的基础上，根据诊疗
操作的风险高低进行额外防护：

在门诊从事一般性诊疗活动时要
采取二级防护，在急诊从事诊疗
活动时要采取二级（＋）防护，在
发热门诊从事诊疗活动时要采取
三级防护。

同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
制定疫情期间患者入院筛查流
程，住院患者和陪护人员全部进
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设置过渡
缓冲病房，对新收入院的患者进
行单间收治，待排除新冠病毒感
染后再转至常规病房进一步住
院治疗，缓冲病房医务人员应当
进行三级防护，降低潜在院内交
叉感染风险；加强病房管理，制
定严格的陪护、探视制度，实施
非必要不陪护、不探视，必须陪
护或探视的应当严格限制陪护、
探视人员数量和时间，并做好个
人防护，减少人员近距离接触；
加强病区病房门禁、安保管理，
减少未经允许的探视和陪护，以
及无关人员的随意出入，同时严
格 做 好 医
疗 废 弃 物
处理；坚持

“ 人 物 同
防 ”“ 医 患
同 防 ”，把
好人员、车

辆和物资“入口关”，在满足正常
通行需求的前提下，严格控制医
疗卫生机构入口开放数量；进入
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人员均应
当查验健康码、测量体温、正确
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注意
咳嗽礼仪和手卫生；加强保安、
保洁、餐饮等社会化服务人员健
康管理，快递、外卖一律在院外
实行无接触递送，切实消除院内
交叉感染风险隐患。

在加强全员院感防控培训
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强化

“人人都是感控实践者”的意识，
落实全员感染防控培训制度，培
训对象应覆盖全体医务人员以
及管理、安保、后勤（包括外包服
务）和陪护人员，培训内容针对
不同岗位特点设定，并组织培训
及效果考核，使所有人员掌握标
准预防要求、落实基础感染防控
措施，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

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落实好这些措施
本报记者 冯金灿

本报讯 （记 者 陈 述 明
通讯员李亚辉 王钟凯）1 月
25 日，濮阳县人民医院开通线
上查询核酸检测报告服务。

据介绍，需要到该院做核
酸检测的人员，可提前完成电
子就诊卡办理，到达该院核酸
检测点后直接提供已经办理
好的电子就诊卡二维码，打印
条码即可进行采样。

操作流程如下：第一步，
关注“濮阳县人民医院服务
号”；第二步，绑定个人真实
信息，实名制办理电子就诊
卡 ；第 三 步 ，到 达 核 酸 采 集
点，提供电子就诊卡二维码进
行登记，打印条码后即可进行
核酸采样；第四步，点击服务
号中的“核酸查询”即可查看
自己的核酸检测结果。

濮阳县人民医院

开通线上查看
核酸检测报告服务

本报讯（记者刘 岩 通讯员朱海
波 尹丽红）近年来，三门峡市湖滨区卫
生健康委员会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紧扣

“4个重点”，精准施策，做到人民群众基
本医疗有保障。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到基本医疗
有保障。湖滨区近几年共筹资150万元
新建、改扩建 14 所标准化村卫生室，全
区 37 所村卫生室全部达到标准并配齐
合格乡村医生；共投入 200 余万元对该
区属医疗卫生机构升级改造，建成中医
馆5个、省级示范接种门诊9个，成功创
建3个“国家级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和
1 个“省级优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19 年~2020 年，湖滨区在全市率先创
建免疫规划示范区和健康促进区。

出台惠民政策，主动开展健康服
务。湖滨区全面落实区域内贫困群众
住院“免收住院押金、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结算”制度。2017年~2020年，湖滨
区先后收治住院贫困患者1505名，免收
住院押金143.01万元，为2430户贫困户
发放健康扶贫保健箱。

开展大病救治，做实做细签约服
务。湖滨区为贫困群众全部建立健康
档案，实行一户一档、一人一卡动态管
理；全区符合30种大病救治的贫困人员
30 人，全部得到救治；组建 28 支家庭医
生服务团队，做到包人包服务包责任，
建档立卡贫困户签约 1672 户 5572 人，
签约率达100%，履约率达100%。

强化疾病防控，落实“两筛”（预防
出生缺陷产前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

“两癌”（乳腺癌、宫颈癌）民生实事。湖
滨区按照贫困地区健康促进“321”（健
康教育进家庭、进乡村、进学校；健康教
育阵地建设和队伍建设；市、县级医院
帮扶基层医院）工作模式，不断提升农
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开展重大公
共卫生干预行动，落实“两筛”“两癌”等
民生实事。截至目前，湖滨区开展新生
儿疾病筛查 1449 人、听力检查 1413 人；
孕产妇产前超声筛查1025人，血清学筛
查1000人；“两癌”筛查42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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