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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张 勇）
“每年世界上竟然有100多万人
因虫子染病死亡？”听到宣传人
员的话，张女士很惊诧。6 月 5
日上午，在世界害虫日公益宣
传活动现场，群众围着专家听
讲解，更新了很多观念。

今年 6 月 6 日是第五个世
界害虫日，主题是“防制害虫，
守护健康”。6 月 5 日，郑州市
疾控中心举办了广场宣传活
动。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城市
化进程加快，旅游和贸易增加，
生态环境改变，导致病媒生物
种类、密度和分布等不断发生
变化，病媒生物的侵害越来越
严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结果
显示，全球每年有 10 亿多人感
染虫媒传染病，100多万人因此
死亡，所造成的经济负担约占
全球传染病负担的 17％，这对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是一种严重
的威胁。

在世界害虫日开展身边病
媒生物防控科普宣传，目的是
引起各国政府、公众、媒体及社
会各界对害虫问题的重视并统
一行动，消除疾病传播危害，传
播科学防控理念，提升有害生
物防控从业群体的职业荣誉
感。

在活动开幕式上，疾控专
家给大家讲解病媒生物防控科
普知识。多家消杀服务机构积
极参加，活动现场准备500余份
宣传科普手册和500余套灭“四
害”常用产品，免费向市民发
放。爱心机构进入社区，为群
众办实事，开展消杀处置害虫
活动。专家呼吁，关注小害虫
带来的大危害，传播科学防控
理念，创建美好环境要从自身
做起。

6 月 5 日，在 2021 年全国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总结交流
会暨典型案例发布仪式上，郏县
医共体建设经验获得与会专家
的高度评价。

2019 年成为全国紧密型县
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后，郏县创
新提出了建立健康共同体（以下
简称健共体）的改革思路，在全
县组建1家医疗健康集团，实行
了行政、人员、财务、药械、业务、
信息、绩效“七统一”管理。

为实现上下联动，提升服务
能力，郏县以县域医疗中心建设
为抓手，建成省、市重点专科 11
个，成功创建胸痛中心、卒中中心
等五大救治中心；以专科协作为
纽带，向上与国家和省、市三甲医
院建立了32个专科联盟，向下帮
扶乡镇卫生院，共建科室37个，
开展新业务、新技术81项，填补
了一些乡镇卫生院的科室空白。

为实现信息共建共享，郏县
建设健共体数字化工程，实现了

县、乡、村“医保药”互联互通；建
成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诊断、远
程影像诊断、临床检查检验、消
毒供应、院前急救等六大中心，
实现了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
果互认；在全省率先推行电子居
民健康卡，实现县域内公立医院
就诊“一卡通”；在全国率先配置

“健康云巡诊车”12台，车载设备
可提供七大项49小项检查，方便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居民
提供健康服务。

郏县还按照“医防融合”的
原则，把妇幼健康、中医药服务
融入健共体，统筹集团框架内妇
幼保健资源管理，推广妇幼健康
服务适宜新技术；健全中医体
系，推进中医传承，建成省级区
域中医专科2个，省、市级中医专
科4个，在所有乡镇卫生院设立
中医综合服务区，打造三级中医
药健康服务网络；在全县设置家
庭医生工作室 14 个、健康驿站
377 个，为签约居民提供“一站

式”服务。
郏县还以创新打造智慧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健共体“3221”
模式为抓手，充分发挥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团队、县级重点发展专
科、县级医疗专家3个团队的作
用；构建连续健康服务和监管评
价体系，为居民提供预防、治疗、
康复、医养结合等连续医疗健康
服务；搭建1个运行与监管评价
平台，实现了对集团运行情况的
信息化管理。

本报讯（记者尚慧彬 通讯
员张 勇）6 月 9 日至 30 日，郑州将
主要针对已经接种过第一剂次的
人群集中开展第二剂次的接种。
对于有特殊需求的重点人员，可以
接种第一剂次疫苗。7月以后，郑
州会继续全面推进第一剂次和第
二剂次的接种工作。

6 月 9 日，记者从郑州市疫苗

专班获悉，截至6月8日24时，郑州
市累计接种 6457003 剂次，其中第
一剂次 5652926，顺利完成了阶段
性目标任务。

“根据国家和河南省的要求，
结合郑州市实际，全市确定 6 月 5
日之前完成504万人的第一剂次接
种，目前已超额完成接种任务。”郑
州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提升接种能力，郑州市扩
容接种单位 275 个、增设临时接
种点 684 个，培训接种医务人员
1.6 万余人；设立接种台 2883 个，
配备接种工作人员 7760 人，医疗
救治人员 1909 人，配置疫苗存储
冷库 42 个、疫苗冷链转运车辆 64
台，公安和疾控部门共同打造“疫
苗转运绿色通道”。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卢
闯）6 月 2 日上午，漯河市首个新冠病毒
疫苗临时接种点在郾城区龙塔街道正式
启用。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
医院作为责任主体单位，抽调50多名业
务骨干成立接种队，到龙塔街道临时疫
苗接种点，开展紧急接种工作。

在龙塔街道临时疫苗接种点，漯河
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医院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队共设置6个预检分诊台、5
个疫苗接种台，分设登记区、等候区、接
种区和留观区。医务人员严格按照疫苗
接种流程和技术规范，告知接种人员注
意事项，登记接种人员相关信息。

接种后，医务人员和志愿者引导接
种者到留观区进行观察。不良反应处置
区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值守，配备有急
救医疗设备、救护车等。

为加快辖区疫苗接种进度，郾城区
统一调度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医院、区疾控中心等，由龙塔街道腾出
800 平方米办公用房，设置了临时接种
点，可解决周边 5 个社区、3 万余人的接
种问题。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杨基伟）近日，周口市卫生健康
委周密安排，环环把关，全力确保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安全、有
序、高效地开展。

安排部署到位，给群众信心。
周口成立疫苗接种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专家经过多次研讨，制定工作
方案，对疫苗接种原则、工作经费、
信息报送、技术指导、督导检查等
方面进行了安排。

宣传发动到位，让群众放心。
周口发动基层干部，积极开展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宣传，使群众及时了
解疫苗接种流程、接种政策、科普
知识和工作动态等；充分利用微信
公众号、宣传页等形式，播放疫苗
接种科普视频，发布科普文章。

接种点设置到位，让群众舒
心。在原有的市级接种点的基础
上，周口增设了周口市第六人民医
院、周口市第二人民医院、周口市

儿童医院和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等多个接种点，以及周口师范学院
等临时接种点。

优质服务到位，让群众暖心。
周口实施错时延时、节假日无休工
作机制，无论节假日还是延长工作
时间，驻点保障的医务人员都全程
在岗，保障接种人员安全健康；在
接种现场，医务人员还针对个体差
异，认真评估后给出专业意见，消
除群众顾虑。

本报讯 截至 6 月 8 日 24 时，
济源完成接种359049剂次，其中接
种一剂次的323292人，接种完两剂
次的35757人。

自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启
动以来，济源成立了6个专项工作
组，有序做好疫苗采购配送、宣传

动员、接种组织、应急处置、安全管
理和经费保障等各项工作。

济源投入42.3万元，为50个流
动接种队统一配备 18 台 330 升医
用冰箱，150台电脑、100台50升接
种台用小冰箱、100 个污物桶，100
个扫描枪、50 台打印机和 50 个身

份证读卡器，均已发放就位；共设
置18个预防接种门诊和多个临时
接种点，先后抽调临床医务人员近
800名，培训合格接种工作人员641
名，应急处置人员 122 名，组建 50
支流动接种队，提升服务能力。

（王正勋 侯林峰 常 佩）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
讯员吴海涛）为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 下 沉 ，做 好 百 姓 的“ 健 康 哨
兵”，6 月 1 日，国内第三方医学
检验行业的龙头企业——广州
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金域医学”）在驻马店
市设立的实验室正式投入使用，
为700万市民提供2800多项医学
检验项目。

此次金域医学实验室正式
启用，是金域医学在河南省服务
网络下沉的有力举措。利用金

域医学打造的“金域方案”、加入
专科联盟等形式，驻马店金域医
学实验室将与当地各级医疗机
构携手，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与发达地区同等水平的
医学检验服务。

金域医学是以第三方医学检
验及病理诊断业务为核心的高科
技服务企业，利用“大平台、大网
络、大服务、大样本和大数据”等
核心资源优势，为全国各级医疗
机构提供领先的医学诊断信息整
合服务。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郏县经验
□杜如红 赵培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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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河南各地加快推进步伐

周口强化“四个到位”举措

世界害虫日专家呼吁：

关注小害虫带来的大危害

1.蚊：蚊子是传播传染病
的媒介昆虫之一，其携带的病
毒可随着迁飞、货物运输等方
式，传播到世界各地，造成流
行。通过蚊虫传播的疾病有疟
疾、乙型脑炎、登革热、寨卡病
毒病等。郑州市近两年有疟疾
和登革热输入性病例，中华按
蚊和白纹伊蚊是疟疾和登革热
的传播媒介。在蚊虫密度较高
的5月~10月，需要注意防蚊灭
蚊，清除蚊虫的滋生地是灭蚊
的关键。

2.蜱：蜱大多生活在草地、
农田、森林等野外环境。蜱叮
咬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动物后，
再叮咬人时，病原体可随之进
入人体，引起发病。蜱虫叮咬
人后会侵染人末梢血中性粒细
胞，发热伴白细胞、血小板减少
和多脏器功能损害为主要临床
表现。其主要症状为发热、全
身不适、头痛、乏力、肌肉酸痛，
以及恶心、呕吐、腹泻、厌食、精
神萎靡等，一般均较轻微。蜱
可传播多种疾病，如森林脑炎、
蜱传出血热、蜱传斑疹伤寒
等。应当尽量避免在蜱类主要
栖息地如草地、树林等环境中
长时间坐卧。如需进入此类地
区，应当注意做好个人防护。
通过调查，在郑州市周边山区
有蜱虫分布。

3.鼠：有人类活动的地方，
就有鼠类等啮齿类动物的存
在。通过鼠传播的传染病有60
余种，如出血热、脑膜炎、鼠疫
等。经研究发现，老鼠传播疾
病有3个途径：鼠体外寄生虫作
媒介，通过叮咬人体吸血时，将
病原体传染给人；体内带致病
微生物的鼠，通过鼠的活动或
粪便污染了食物或水源，造成
人类食用后发病；老鼠直接咬
人或病原体通过外伤侵入而引

起感染。
4.蝇：蝇不但骚扰人，污染

食物，更重要的是传播多种疾
病和引起蝇蛆病。成蝇除在室
内骚扰外，还能传染多种疾病，
如伤寒、霍乱、细菌性痢疾、脊
髓灰质炎、结核病、阿米巴痢疾
和某些蠕虫病。有些蝇蛆可寄
生于人体伤口或某些器官，引
起蝇蛆病。灭蝇的基本环节是
搞好环境卫生，清除蝇的滋生
场所。

5.蟑螂：蟑螂喜欢高温、阴
暗潮湿的地方，多在水源、食物
丰富的厨房、餐厅、浴室、排水
沟、垃圾桶等处被发现。蟑螂
喜欢富含淀粉或香甜的发酵食
品，进食时，边吃、边吐、边排
泄，污染食物，传播多种疾病，
如痢疾、副霍乱、肝炎、结核病、
白喉、猩红热、蛔虫病等。蟑螂
的生存和繁殖能力都很强，较
长时间内不吃不喝也不会死
亡。卵存在于卵鞘内，不容易
杀灭。要消灭蟑螂，必须保证
环境卫生，包括卫生间和下水
道，垃圾要及时清理。

6.白蛉：白蛉除了叮人吸
血外，能传播多种疾病，在我
国传播黑热病。病毒通过白
蛉叮咬进入人体，经淋巴管和
毛细血管到达网状内皮系统
进行繁殖，达到一定数量后进
入血液循环，造成病毒血症，
引起全身病变。在平原地带，
白蛉多栖息于畜舍、窑洞、墙
缝等，近两年在郑州市区周边
的巩义、新密、荥阳和登封等
地发现有白蛉，并有黑热病病
例报告。

相关链接：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讯
员陈运谋）记者 6 月 8 日从信阳市
卫生健康委了解到，信阳市自2020
年12月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
作以来，采取有力措施，有序、高效
推进接种工作进度。截至6月8日

17 时 ，全 市 累 计 接 种 疫 苗 超 过
287.8万剂次。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相关工作
人员提醒，目前，信阳市新冠病
毒疫苗供应总体有保证，符合条
件、尚未接种的市民，请尽快根

据所在单位、社区通知，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情况下，前往就近接
种点进行接种；对于全程免疫为
2 剂次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8 周
内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应尽早补
种。

6月7日中午，河南省省立医院疫苗接种
护士，利用中午空隙，躺在拼接的凳子上休
息。据了解，河南省省立医院疫苗接种区主
要负责郑州航空港实验区富士康等相关企业
近14万员工的接种工作，面积近5000平方米，
设置有18个登记台，26个接种台，目前为郑州
最大的疫苗接种区。工作人员每天7时之前
到岗，进行系统调试和工作准备，7时30分开
始接种，每人平均注射200~300剂次。

杨 须 张 毅/摄

信阳接种超287万剂次

本报讯 从 6 月 2 日召开的
焦作市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作
现场会上传来消息，焦作部署全
市居民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工
作。

目前，焦作已经在市人民医
院、市第二人民医院、马村区人民
医院开展电子健康卡试点建设工
作。

焦作要求，抓住关键，合力攻
坚，确保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重
点工作落地见效。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要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认真

落实推进居民电子健康卡普及，
把推动电子健康卡普及应用作为
今年信息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加
快建设电子健康卡应用基础支撑
环境，加强居民健康标识统一注
册和实名制就医管理；积极开展
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服务，积极
推动健康金融一体化融合创新服
务应用；着力加强电子健康卡应
用安全建设与管理，努力提升卫
生健康信息化建设水平，让广大
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

本报讯（记者丁 玲 实习记者安笑妍
张 鋆）6月4日，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搭载着
核应急救援队伍的车辆驶入现场，河南省核
应急救援演习拉开帷幕，无人机等先进设备
轮番上场。

演习模拟城市会展中心遭到疑似脏弹恐
怖袭击，出现人员伤亡。我省核应急救援大
队紧急出动，应急救援车辆陆续进场。

人员到达现场前，低空遥感无人机率先开
展了辐射环境侦查。随后，身穿防护服的救援
人员抵达现场，快速划定温区与热区，设立安
全通道并搭建检伤区、去污区、救治区等。

监测去污组立即搭建门框式污染监测
仪、设立医学救援点、搭建医疗救治帐篷，对
群众和应急队员进行体表污染筛查和检测；
检伤分类组对撤离人员进行伤情评估分类，
医学救治组及时采取针对性治疗措施，把病
情危重者及时转运至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
（如图）。

此次核应急救援演习由省委军民融合
办、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核工业地质局、省
职业病防治研究院、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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