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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9月1日，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169
名医务人员在圆满完成支援郑州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任务后，从郑州市骨科医
院宜居健康城院区安全撤离。

同日，来自省直和郑州、洛阳和平顶
山等地的 19 家医疗机构的 500 多名医务
人员在完成支援任务后，从郑州人民医院
南部院区撤离。

此前一天，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的146名医务人员，已从郑州市
第三人民医院惠济院区撤离……

7 月 31 日郑州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后，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有近千名患者
急需疏散分流、隔离观察、继续治疗。按
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
救治”的原则，郑州市按照河南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启用郑州市第一人民
医院南院区作为新冠肺炎患者医疗救治
定点医院，启用郑州市骨科医院宜居健
康城院区、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惠济院
区、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郑州阳城医
院集中收治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分流的
非新冠肺炎患者。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人民
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抽
调专人组建管理和技术团队，带领来自省
直和郑州、洛阳和平顶山等地的医务人
员，支援上述医院。

经过近一个月紧张有序的救治工作，
支援郑州各家医院的近千名医务人员，完
成任务，陆续撤离。

建章立制
守好院感防线

由河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陈传
亮带队，来自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郑州市骨科医院的医务
人员临危受命、迅速响应，组建感控、医
护、行政后勤等医疗工作队，8月3日进驻
郑州市骨科医院宜居健康城院区，开展救
治工作。

抵达宜居健康城院区后，陈传亮带领
医疗工作队实地查看院区各关键点位，对
人员配置、医疗装备、药品供应、信息系
统、后勤物资、生活保障等进行全面摸底，
反复查验核对患者名单、病区划分及医务
人员配置，细化医护药剂、行管服务、后勤
保障等人员任务分工，构建决策部署、团
队协作、人员调配、支持保障一体化管理
闭环。同时，大家认真贯彻国家卫生健康
委专家组现场巡查督导时提出的要求，坚
决执行最严格的感控标准；与郑州市卫生
健康委、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市第六人
民医院建立四方联络机制，医疗、护理、院
感、后勤等各工作组密切协同，顺利完成
患者的接转工作。

患者收治入院后，169 名队员精诚团
结，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宜居健康城院
区形成了组织架构完善、感控闭环全面构
筑、精准诊疗落地见效、优质护理服务到
位、后勤保障坚实有力、人文关怀润泽心
灵的完整救治体系，真正做到了患者治疗
满意、生活满意、服务满意。

“我们深知，做好院感防控，是做好患
者救治工作的前提。”陈传亮说。

陈传亮带领医疗工作队结合院区实
际，迅速制定了应急预案、制度、流程、规
范、标准等院感防控制度，装订成册，人手
一册，供大家学习，确保各项措施有效实
施；建立每日工作台账、感控管理督导反
馈机制等，对发现的问题统一制定标准，
每日销号管理，受到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
组的肯定和赞扬。

中西医结合
紧盯急危重症救治

同样是 8 月 3 日，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开始向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惠济院区派驻医务人员，全面接管该院
区。

“管理团队先期抵达惠济院区时，这
里是刚交工的空置病房楼，有些楼层没有
打扫、有些房屋不通水电，物资不到位、医
护人员不足，没有入院信息管理系统。怎

么办？调人员、建组织架构。”谈及刚接管
惠济院区时的感受，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海峰用从“零”开始、

“时不我待”来形容。
随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先后派出 4 批、16 个专业共计 146 名医务
人员支援惠济院区。接收的患者患有肝
病、艾滋病、结核病等，还有一部分是急危
重症患者。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4岁，最小
的仅出生3天。针对构成复杂的患者，医
疗队依托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肝病、肺病、艾滋病等国家级重点学科、重
点专科的大平台，开始分类救治、规范救
治。

为了确保转诊患者得到同质化、连续
性治疗，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
护团队在惠济院区成立了应急指挥部和
11个专项工作组，迅速建立院内管理、治
疗、感控、信息化建设等组织构架，1天半
规范设置好“三区两通道”的传染病隔离
病区、两天建成了重症监护病房。

“患者实现了一人一策、100%用上中
医药，这是我们作为中医医院支援惠济院
区工作中的最大特色。”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翟剑波说。

在本轮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团队结合“三
药三方”以及河南省地区特点，在国家级、
省级专家组的指导下，制定了两个具有化
湿解毒作用的诊疗方，提供给一般患者和
艾滋病患者服用，对特殊患者则做到了一
人一方。

救治期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派出的中医护理人员将中医护理特

色技术运用在预防保健中，帮助患者康
复。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朱明军说，疫情发生后，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主动请缨支援惠济院区的
医疗救治和管理工作；派出了两名副院长
带队支援，一位是肺病专家、一位是急危
重症专家；派出的医疗队员全部参加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救治工作。可以说，
是“精锐尽出，全力救治”。

19支医疗队500多人
支援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

8月6日，据上级统一安排部署，郑州
人民医院南部院区转移出全部现有患者，
腾空病房，连夜完成病房改造，接收郑州
市第六人民医院分流的 100 余名住院患
者，进行单间隔离治疗，以减少疫情传播
隐患及风险。

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
胸科医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
及郑州、洛阳、平顶山等地的19支医疗队
的500余名医务人员迅疾响应，紧急支援
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

经过他们近一个月的规范治疗，100
多名患者均陆续安全离院。

“感谢所有的医疗队为这次疫情防控
工作做出的突出贡献。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我们胜利完成了任务。”9月1日，在
支援郑州人民医院南部院区医疗队欢送
仪式上，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郝
义彬说，“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你们不惧
艰险，逆向而行，告别年迈父母，泪别孩子
爱人，义无反顾驰援防疫一线，勇敢投入
没有硝烟的战争，是最无畏的英雄。”

他们，平安归来！
本报记者 冯金灿 刘 旸 实习记者 张 鋆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讯员李 蓓）
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网信办公室、
省高级人民法院等十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于今年8月~11月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专项
整治工作，严厉打击买卖精子、买卖卵子、
代孕、伪造和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犯
罪行为，进而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
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深入推进辖区内医疗机构建立并
落实依法执业自查制度，切实履行依法
执业、医疗质量与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依
法依规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并符合
国家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技术标准，将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放在首位，落实医
疗质量安全核心制度，严格遵守临床、实
验室等操作规范。医疗机构未取得《医
疗广告审查证明》，不得发布医疗广告。

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日常监
管工作，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双
向衔接，形成系统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
治理的工作新格局。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要严格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审批和校
验管理，发挥各级医疗质量控制组织作
用，加强医疗质量和安全管理，完善医疗
机构、医务人员信息查询制度，推动医疗
机构公开执业信息；要加大监督执法力
度，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法
违规执业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各地要建立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
头、相关部门参加的严厉打击非法应用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工作
机制；严肃查处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违
法违规执业行为，对实施或参与实施买
卖精子、买卖卵子、代孕等违法行为的医
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要坚决依法依规处理；严厉打击无证行医，无
医疗机构和医师资质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按无证行医处
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严厉
打击伪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查处虚假违
法医疗广告，对发布代孕服务、非法卖卵等相关信息及广告的违
法违规互联网站严肃查处，依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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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定点救治、康复医院不安排探视和陪护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8月31日17时

许，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
公室发布通告，从强化个人防护意识、强
化自我健康监测、强化免疫屏障构建等
12 个方面，就进一步加强疫情常态化防
控工作作出具体要求，并明确规定，即日
起，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等市新冠
肺炎定点救治和康复医院不安排探视和
陪护，其他医院一般不探视、非必要不陪
护。

通告指出，当前，郑州市全域已转为
低风险地区，但“低风险”不等于“零风
险”，“区域解封”不等于“疫情解防”。因
此，广大市民要当好个人健康安全“第一
责任人”，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
用公筷等良好生活习惯，尽量减少聚集

性活动，自觉保持安全社交距离，非必要
不出境、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嗅觉味
觉减退、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
腹泻等不适症状，应做好个人防护，立即
就近前往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
诊，配合完成信息排查、核酸检测等，途
中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无禁忌证、
符合条件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市
民，应尽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新郑机场入境人员要严格落实口岸
检疫、闭环转运、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解除
隔离及社区健康监测等闭环管理措施。
口岸等高风险岗位人员严格落实集中居
住、“两点一线”管理。冷链物流和国际邮
件入郑实行总仓管理。居民小区严格落

实戴口罩、核验健康码、外来人员登记等
措施。国内第一入境点解除集中隔离返
郑、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入郑人员，应提前
24 小时向目的地社区报告，并主动配合
社区落实隔离医学观察或健康监测措施。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事大厅，
旅游景点、酒店餐馆、商场超市等人员聚
集场所，影剧院、健身房等密闭场所，养
老院、福利院等特殊场所，严格落实戴口
罩、测温、核验健康码措施，强化人流管
控、场所清洁通风消毒。机场、高铁站、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等交通场站，旅客进
出站要戴口罩、测温、核验健康码。搭乘
地铁须戴口罩、测温、核验健康码；搭乘
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须戴口罩、核验
健康码。非“绿码”人员不得搭乘。

严格落实医院感染防控措施，实行
预检分诊工作制度。未设置发热门诊
（诊室）的医疗机构，不得诊治具有新冠
肺炎可疑症状的患者。新冠肺炎定点救
治和康复医院不安排探视和陪护，其他
医院一般不探视、非必要不陪护，确需陪
护的要固定人员、每周 2 次核酸检测、严
格限制活动范围。快递、外卖实行院外
无接触配送。零售药店销售退热、止咳、
抗病毒、抗生素等药品，实行实名信息登
记制度。

通告明确指出，凡需要核验健康码
通行的场所，要主动为老年人、儿童等特
殊群体提供通行便利服务，可采取凭有
效身份证件登记等替代措施，不能把“健
康码”作为通行的唯一凭证。

请扫码关注
医药卫生报

→日前，在商丘市第五人民医
院，一位患者将一封手写诗稿送给
河南省肿瘤医院入驻商丘市第五人
民医院的护理团队，以表示感谢。

据了解，从 9 月 1 日零时起，商
丘市将虞城县人民医院东院区（健
康路）、虞城县谷熟镇刘大庄村委何
庄村疫情风险等级由中风险地区调
整为低风险地区。这也意味着，河
南疫情中高风险区清零。

王晓凡 冯金灿/摄

郑州基本医保个人账户
可在市、县定点药店互通使用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通讯
员娄彦青）自9月1日起，郑州市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可在辖
区市、县两级所有医保定点零售药
店互通使用。此举意味着，郑州市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可通过“一
证一卡一码”（医保电子凭证、社保
卡、市民卡二维码），在全市范围内
（不含巩义市）任一定点零售药店

刷卡、扫码购药。
据介绍，郑州市医疗保障局打

破统筹区域限制和数据壁垒，自9月
1日起，实施市（含市内5区和4个开
发区）、县（含新郑市、登封市、荥阳
市、新密市、中牟县和上街区，不含
巩义市）零售药店医保定点互认，从
而进一步提升全市医保公共服务均
等化水平，有效满足参保人员的实

际需求。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要求，各县

（市、区）医保部门要按照定点零售
药店属地管理原则，切实履行主体
责任，加强对辖区内定点零售药店
的监督管理和稽核检查。郑州市
医保中心要及时做好医保信息系
统调整，优化完善定点零售药店费
用结算。

“啊！我的眼睛看不见
了！”8 月 28 日 10 时许，郑州
市郑东新区一新冠肺炎隔离
酒店的走廊里，传来了哭喊
声。随即，该酒店隔离中心的
值班人员收到这样一条群消
息：群里有没有医生？1210
房间有人不舒服。

正在这里执行医疗保障
任务的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
急诊科护士马冬苗立即拨打
1210 房间的电话，却无人接
听。马冬苗马上向该院医生
常晖报告了这一情况。常晖
则立刻更换防护服，与同事宋
英杰、马冬苗一起冲进隔离酒
店。

大家叩开房门后，只见一
位年近六旬的女士蜷缩在地
板上，双手捂着头，嚎啕大哭
道：“昨天晚上，我整宿没睡着
觉，今天早上头胀痛得厉害，
刚才我的双眼突然看不见
了！我不要在这儿，我要出去
找我女儿！”

“阿姨，您别紧张，让我们
来帮您。”3 名医务人员安抚
着她，却毫无效果。这时，有
一个温柔的女声说：“我就是

您的女儿！”
说完，马冬苗一把将这位

女士抱在怀里，拿纸巾拭去她
脸上的泪痕，轻轻地在她耳边
说道：“阿姨，我就是您的女
儿，我们都是您的女儿！”

在护士“女儿”的怀抱中，
该女士的情绪渐渐恢复平静，
开始诉说起自己的不易。原
来，她家中的老母亲已经 96
岁高龄，平时都是她在照顾。
前不久，这位女士因为工作原
因接触一名无症状感染者被
隔离，沉重的压力和烦躁的情
绪让她在这一天彻底爆发了。

“是暴盲。”在对该女士的
既往病史进行分析、查验了她
的舌脉后，常晖做出了初步判
断。

之后，常晖、宋英杰急中
生智，利用中医手法持续点压
患者穴位，进行施救。1小时
左右，他们终于看到该女士紧
锁的眉头逐渐舒展，瞳仁里又
闪现出往日的光亮。

“我又能看见东西了！”该
女士兴奋地握住了医务人员
的手。在视力恢复之后，该女
士安心地在酒店安顿下来，期
待着隔离结束的那一天。

“我们都是您的女儿”
实习记者 李唯尘 通讯员 蔡 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