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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到 2025
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78.7岁，各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实现国家卫生
城市全覆盖，农村常住人口户用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90%……近日，河
南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高水
平、高标准推进爱国卫生工作。

全省爱国卫生工作要坚持政府
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
防为主、群防群控，丰富工作内涵，
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法治建设，完善
城乡公共卫生设施，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
方式，推动爱国卫生工作从环境卫
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努力构建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的大卫
生、大健康工作格局。

具体来说，到2025年，全省农村
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率达到45%，生活垃圾回收利
用率达到35%以上，人均预期寿命比

“十三五”末提高1岁，城乡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28%以上，城乡居民心
理健康素养水平不低于20%，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各
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实现国家卫生
城市全覆盖，县级市国家卫生城市
覆盖率力争达到80%，国家卫生县城
覆盖率达到70%，国家卫生乡镇覆盖
率达到10%，省级卫生城市、省级卫
生县城实现全覆盖……

在加快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改
善城乡人居环境方面，河南全面推
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百
城建设提质工程三年行动”等，大力
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美化行动；加
快推进农（集）贸市场合理布局和标
准化建设，规范市场功能分区；加快
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健全
城乡一体化生活垃圾处理体系，统
筹推进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布局
建设；深入推进厕所革命，鼓励农民

因地制宜选择改厕模式，积极引导
农村新建住房配套建设卫生厕所，
行政村按规定配套建设公共卫生厕
所，城市、县城全面消除旱厕，新
（改）建公共厕所全部达到二类公厕
标准，加大学校、医疗卫生机构等厕
所建设改造力度，推进旅游厕所提
档升级，重点开展农（集）贸市场、商
超、客运站等重点公共场所厕所环
境整治；强化城乡饮用水安全保障，
全面加强病媒生物预防控制。

在开展健康知识科普教育，倡
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方
面，河南深入推动健康科普进村镇、
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
家庭，树立良好饮食风尚，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持续推行减油、减
盐、减糖，倡导合理膳食，设立健康
宣传员和文明引导员；深入开展健
康知识普及行动，引导群众做自己
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围绕高血压病、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重点疾病

和老年人、儿童、妇女等重点人群，
精准实施健康教育和健康干预，落
实儿童青少年近视和肥胖综合防控
方案，发挥中医药养生保健优势，传
播中医药健康养生理念；加强健康
主题公园建设，推动公共体育设施、
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体育场地设施向
社会开放，打造高质量的“15分钟健
身圈”；大力实施生态强省战略，积
极推进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
学校、绿色社区创建等。

在促进群众心理健康方面，河
南大力推进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强
化心理健康科普宣传，健全传染病、
地震、洪涝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处
置中的社会心理健康监测预警机
制，强化心理健康促进和心理疏导、
危机干预；加快完善未成年人心理
健康辅导网络，加强心理健康服务
志愿者队伍建设，支持拓展心理健
康宣传疏导等志愿服务。

在加强社会健康管理，协同推

进健康中原建设方面，河南深化卫
生城镇创建，实施城乡联动、县域同
创，提升城乡公共卫生环境设施建
设和管理水平；完善卫生城镇监督
管理机制，加强技术指导和动态评
估，建立常态化退出机制；充分利用
信息化技术手段开展卫生城镇评审
工作，提升工作效率和监管水平；大
力推进卫生村、卫生先进单位、卫生
居民小区等基层创建工作；加快推
进健康城市、健康细胞建设，将健康
中原建设核心指标纳入健康城市评
价体系，实施健康城市建设动态评
价，大力倡导“无疫小区（村、社区）”
建设。

此外，河南还加快推进无烟机
关、无烟医疗卫生机构、无烟学校、
无烟家庭等无烟环境建设。到2030
年，全省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于
2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人口比例达
到80%及以上。

（详见第三版）

河南高标准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本报讯 （通讯员
杨 威）9 月 1 日，河南
新冠肺炎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全部清零。这
也意味着河南省卫生
健康技术监督中心抽
调和指派的多名业务
骨干，完成了疫情防控
一线各项督导任务，陆
续返回郑州。

疫情发生后，按照
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安排部署，省卫生健
康技术监督中心抽调
和指派多名业务骨干，
分别到郑州、开封、商
丘、驻马店、许昌等地，
对当地疫情防控工作
进行科学指导。

在驻马店、许昌两
地，省卫生健康技术监
督中心专家兵分两路，
一名专家作为省委办
公厅贯彻落实省疫情
防控工作专题会议精
神督查工作组成员，随
机查看了 9 个县（区）
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交通卡点、车
站、各类医疗机构等单
位 50 多个，发现共性
问题 10 多个，提出整
改建议 20 余条；另一
名专家作为省疫情防
控督导组成员，详细查
看了当地定点医院、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
防控指挥部、发热门诊
等各类站点 48 个，发
现各类问题、隐患 52
个，进行了现场反馈，
并将发现的共性问题
总结归纳后向当地疫
情防控指挥部提出建
议 17 条，对疫情防控
工作进行科学指导，为
守住“不发生院感”底
线保驾护航。

在 郑 州 、开 封 两
地，省卫生健康技术监

督中心专家对郑东新区办事处的 5 个核酸
采集点进行了业务指导，发现问题 2 个，提
出整改建议 3 条；现场检查 6 家医疗机构，
以及一些隔离点，提出整改建议16条；协助
尉氏县医疗机构、安置点开展消杀工作，进
一步规范消毒剂浓度、消毒方法等；指导尉
氏县21家医疗机构制定切实可行的医院感
染防控制度；指导尉氏县人民医院重新开
诊，进行功能定位并制定详细的隔离制度。

在商丘市，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中心专
家重点对商丘市区、虞城县等6县1市3区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防控工作进行指导，共
查看各县（市、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医院、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集中隔离点、药店等各类
场所 99 个，发现问题 100 余个，针对发现的
问题，现场提出意见建议，帮助补齐短板弱
项，进一步筑牢疫情防线。

据介绍，下一步，省卫生健康技术监督
中心将持续发挥技术支撑作用，助力全省疫
情防控工作。

参与郑州 5 轮全员核酸检测，
核酸采集队 9 次紧急集结，5114 名
白衣天使逆行出征，累计完成 202
万人次核酸采集任务……

此次疫情期间，河南省人民医
院积极响应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
组号召，全面实施一系列疫情防控
举措，紧急抽调医务人员组成核酸
采集队，熬长夜战酷暑，同时间赛
跑，与病毒较量，筑起了护佑人民健
康的钢铁长城。

紧急驰援
体现强大组织动员能力

“半小时内集合出发。”7 月 31
日21时，河南省人民医院紧急抽调
300名医务人员组建首支新冠病毒
核酸采集队。奔赴防疫一线，工作
近13小时后，他们共完成核酸采集
27483人次。

21 小时后——8 月 1 日 18 时，
河南省人民医院第二支核酸采集队
300 人完成组队，分赴 15 个社区核
酸采集点开展工作……

随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
批……截至郑州市第五轮全员核
酸检测结束，河南省人民医院核酸
采集队9次逆行出征，累计有5114名
白衣天使奋战在核酸采集第一线，
共完成202万人次核酸采集任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抽调这么多
的医务人员，连续作战，完成超过
200万人次的核酸采集任务，是对医
院动员力、组织力的一次大考。

其实，在此次疫情之初，河南省
人民医院就迅速召开疫情防控专题
办公会，第一时间研究部署疫情防
控工作。全院各部门切实加强自身
防护，全面做好患者救治工作，第一
时间组织开展全院全员核酸检测；
开展核酸标本采集强化培训，抽调
精兵强将组建核酸采集队，优化检
测流程，以确保高质量完成核酸采
集工作。

在医院的组织和号召下，河南
省人民医院各科室医务人员放弃休
息时间，踊跃报名加入核酸采集队，
并苦练技能，以确保高质量完成核
酸采集任务。

积极创新
提高核酸采集效率

“我们发现，核酸采集效率一次
比一次高，也越来越安全了。”这是
此次疫情中很多人的切身感受。

“经过一轮轮核酸检测，我们不
停对工作方法进行归纳总结，工作
效率越来越高，安全性也越来越
高。”河南省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张
红梅说，“我们还采取了一系列举
措，鼓励医务人员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创新。”

在郑州市金城时代广场核酸采
集点，作为负责人的河南省人民医
院肿瘤日间病房护士长李珍遭到

“质疑”——社区工作人员不理解：
“为什么连空调和电风扇往哪儿吹
都要管？”

李珍耐心解释，采集点位于地
下一层，空气潮湿闷热，现场设置空
调和电风扇，除了降温，更重要的是
加快区域内空气流通循环，降低感
染风险，所以才会 2 台空调出风口
向前，4台电风扇却要向后吹。

而说起核酸采集“又快又好”的
秘诀，李珍说：“我们结合实际情况

‘单兵作战’，一人负责一个台面，既
可以保障所有检测通道全负荷运
转，又能及时轮岗，避免疲劳作业，
实现效率最大化。”

该院护士韩露弘还创新了准备
咽拭子的方法，将连成一排的咽拭
子逐一裁下，按照10混1的混采标
准，10根咽拭子为一组，放入采样管
密封袋中重新打包，不仅大大减少
了医务人员在采集台上的重复劳
动，还增加了一次采样标本的数量
核对，深受一线工作人员欢迎，并很
快在各个采集点推广开来。

此外，该院医务人员还改良工
作方法，创新引入腾讯文档统计工
作量，可以实现多人同时在线编辑，
自动汇总计算，大大提高了工作效
率。

就这样，经过医务人员的不断
创新，各种让采集流程更顺畅、更高
效的工作办法在不断地被创新、被
总结、被推广……

不怕苦不怕累
持续作战交出优秀答卷

核酸采集工作时间紧，任务

重。近一个月来，河南省人民医院
的白衣战士常常要连续作战，不停
地投入一场又一场的“战斗”中……

该院胸外科护士杨智慧是一名
抗疫“老兵”，已经连续7次执行核酸
采集任务。印象中最辛苦的那段时
间，杨智慧在晚上接到出征指令，一
直工作到凌晨2时。休息几小时后，
她第二天一早再次走上岗位，在酷暑
中工作到12时。只有在往返的大巴
上，她才能得到短暂的休息。

和杨智慧类似，该院内分泌科
护士庄静执行过 8 次核酸采集任
务。今年 5 月，庄静刚结束在郑州
新郑国际机场的核酸检测任务，业
务熟练的她在疫情之初就报名参加
医院核酸采集队，并连续 7 次到社
区进行核酸采集，累计工作时长
50.2小时，共采集核酸样本4457份。

“我就是想弥补遗憾，完成心
愿。”庄静说，“去年疫情最严重时，
我正在休产假。姐妹们都积极报名
参加抗疫，我很受鼓舞。今年，我想
弥补没有参加抗疫的遗憾！”

此外，在为重点人群进行核酸
采集时，河南省人民医院的白衣战
士要顶着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穿
着密闭的防护服，走街串巷、入户采
集。但并不是完成一户采集工作，
就能无缝衔接奔赴下一个目的地。
按照院感要求，每楼栋采集结束时
都需要更换防护服，再加上许多隔
离群众居住分散，给往返奔波的医

务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与全员核酸采集不同，对部分

重点人群进行核酸采集时，需用使
用‘双检双采法’，不仅采集难度更
大，而且单次工作量增加 4 倍。”张
红梅说，“一场‘战役’下来，每位队
员平均要走 25000 步，部分被分到
高层小区的医务人员累计爬楼超过
100层。不少医务人员出现中暑、呼
吸困难、脱水等症状，但他们稍微歇
息后就立刻重新投入工作中……”

此外，在抗疫一线奋战的还有
弹奏钢琴为核酸采集群众减压的泌
尿外科一病区护士徐亚静，曾参加
支援武汉抗疫的郑州地铁救人护士
李英豪及其妻子乳腺外科护士徐
涵，为处理呕吐物挡在群众身前的
血管瘤科副主任医师王彦林，“上阵
姐妹俩”的内分泌科一病区护士赵
芳和高血压科护士赵培培，无暇照
顾家人在采集现场偶遇父母和儿女
的产科护士赵丽飒，创作歌谣引导
孩子配合进行核酸采集的神经内科
护士长许珺，为给孩子做手术选择
夫妻接力采集的肝胆外科医生刘传
江及其爱人心理医学科护士周文
婧，在采集现场开展科普宣教的手
术室护士王朝辉……

而这些，只是河南省人民医院
5114名白衣天使逆行出征的工作缩
影。在抗疫第一线，和他们挥汗如
雨、奋战坚守类似的感人情景还有
很多很多……

202万人次核酸采集背后……
本报记者 王 婷

河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技
术
监
督
中
心

发
挥
技
术
支
撑
作
用

助
力
疫
情
防
控

本报讯 （记者常 娟）
近日，中国医师协会公布了
2021 年度国家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重点专业基地（西
医）名单。河南有 12 个临
床专业基地上榜，每个基地
分别补助100万元。

这 12 个专业基地分别
是：河南省人民医院内科、
急诊科、康复医学科、外科、
临床病理科，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内科、急诊科、康
复医学科、外科、临床病理
科，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内科，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外科。

受国家卫生健康委科
教司委托，中国医师协会
组织开展了 2021 年度国家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重点
专业基地遴选工作，以全
科、公共卫生等紧缺专业
为重点，以质量为核心，中
西医并重，在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基地中，遴选建
设一批学科覆盖完整、区
域布局均衡的住院医师规
范化培训重点专业基地，
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起
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带动
全国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高质量发展。

在此之前，2020年度河
南有 8 家西医专业基地获
评 2020 年度国家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重点专业基地，
分别是河南省人民医院麻
醉科、儿科、全科医学科，郑
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
科、全科医学科、妇产科、精
神科，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加上
2021年度入围的12家，河南西医住培重点专业基
地总数位居全国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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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日 前 ，在
新 县 宏 桥 小
学 ，新 县 卫 生
计生监督所监
督员正指导校
园 消 杀 工 作 ，
为即将到来的
秋季开学做准
备 。 连 日 来 ，
新县卫生健康
委从县疾病预
防 控 制 中 心 、
县卫生计生监
督所抽调专业
人 员 ，为 全 县
所有中小学校
配备卫生副校
长 ，指 导 各 学
校做好校园消
杀 、卫 生 整 治
及应急处置等
工作。

吴向东
范泉淋
卜俊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