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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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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即2022年中央一号
文件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
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牢牢守住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突出年度
性任务、针对性举措、实效性导向，充分发挥农村基
层党组织领导作用，扎实有序做好乡村发展、乡村
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
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
讯员罗亚飞）近日，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省医疗保障局和省乡村
振兴局联合下发通知，对国家乡
村振兴局认定的防止返贫监测
对象，进一步做好防止因病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切实巩固
基本医疗有保障成果，有效防范
因病返贫致贫风险。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包括脱
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
发严重困难户等易返贫致贫人
口。监测对象基本信息由国家
乡村振兴局提供，已嵌入全国防
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系统。各

地要开展调查核实，调查核实监
测对象和医疗综合保障情况，结
合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信息、
监测对象所在地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住院病案首页、居民电子健
康档案等现有数据信息，充分发
挥乡村医生、驻村干部、乡村网
格员等基层力量，通过入户排
查、体检或送往医院诊治等措
施，调查核实有关信息。

河南要求各地落实帮扶措
施，及时开展分类救治，根据调
查核实情况。县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要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对患者及时落实分类救治政

策；对需要治疗干预的，及时指
导做好住院转诊服务、治疗后的
用药指导和康复管理等；对需要
健康管理的及时落实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开展定期随访，做好
公共卫生服务、慢性病管理、健
康咨询和中医干预等综合服务。

分类实施医疗保障帮扶。
医保部门按照规定落实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
度综合保障政策，及时将监测对
象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分类做好
资助参保和直接费用救助；对经
三重制度保障后个人负担仍然
较重的，协同实施临时救助、慈

善帮扶等，合力防范因病返贫致
贫风险。

乡村振兴部门要加强统筹
协调，充分用好各级衔接资金，
对有劳动力的因病返贫风险家
庭，优先安排产业发展、生产经
营和劳动技能培训、小额信贷贴
息、公益岗位补助等项目，多渠
道增加患病家庭收入；鼓励各地
创新工作举措，引导社会力量积
极参与大病、重病患者家庭救助
帮扶，有组织、有计划地帮助有
需求、符合条件的患病家庭发展
生产，减轻看病费用负担。

河南还要求动态做好监测

对象管理工作，持续开展跟踪监
测，及时落实帮扶政策，确保

“应治尽治、应保尽保”。各地
卫生健康、医保、乡村振兴部门
要把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和
帮扶工作作为巩固拓展“基本医
疗有保障成果”的重要抓手，摆
到突出位置，建立健全工作机
制，明确职责分工，安排专人专
岗负责系统监测；统筹调配各方
力量，督促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强化部门间协作，共同做好动态
监测和帮扶工作；进一步强化部
门间数据信息共享共用，共同开
展动态监测工作。

河南河南

动态监测和帮扶防止因病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防止因病返贫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2
月 22 日，记者从 2022 年郑州
市卫生健康工作会上获悉，
郑州将打好“一场战役”、抓
牢“两条主线”、完善“四个体
系”、突出“八个重点”、强化

“一个保障”，以日核酸检测
能力达到 120 万管等主要健
康发展指标提质晋位，不断
增强群众健康获得感，为郑
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
供坚实的健康保障。

今年，郑州市将全面提升
常态化疫情防控水平，推动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共卫
生核酸检测实验室一期项目
建设，加强8个核酸检测基地
和12个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
院核酸检测能力建设，使全
市日核酸检测能力逐步达到
120 万 管 ；加 快 建 立 300 支
1500 人的流调队伍；提升医
疗救治能力，坚持中西医并
重；持续推进新冠病毒疫苗
未接种人群补漏接种和加强
针接种工作。

深入推动健康郑州 18 个
专项行动，开展无疫社区创

建活动，推进健康乡镇、健康
社区（村）、健康单位建设；创
建无烟单位200个，全市无烟
党政机关占比达到 100%；组
织“健康大讲堂”3000 场以
上，开展“健康郑州行·名医
进基层”活动，实施“精品科
普创作”和“乡村大喇叭播健
康”工程，深化“健康促进 321
行动”，打造有社会影响力的
健康活动品牌；深入开展职
业病危害专项治理行动，职
业病危害申报率达到 100%，
建设健康企业 50 家，职业病
诊断机构质控率达到 100%，
职业健康检查质控率不低于
总数的60%；加强食品安全宣
传，做好食源性疾病监测和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加快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重点加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支持郑州市中心
医院争创国家创伤骨科区域
医疗中心，推进心血管科、眼
科、消化科、神经内科等 7 个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选
拔推荐 20 名名医培养对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

100 名以上，全职引进博士及
高级职称人才200名以上；开
展“名医名家支持专项三年
行动计划”，遴选培养约20名
优秀中青年医疗人才，实施
20 个后备人才培养项目；做
好新一轮医学重点（培育）学
科规划建设，力争完成 30 个
学科建设任务；全市二级以
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
的比例达到65%，三级中医医
院 设 置 康 复 科 比 例 达 到
100%；所有县（市、区）均有 1
所~2 所老年医院、康复医院
或护理院，至少有1个安宁疗
护中心；全市80%以上的综合
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
层医疗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全市至少有 16 个社
区开展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
工作。

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
行”活动，乡镇卫生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面达标、
20%以上达到能力推荐标准；
推进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
设，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比例
达到85%以上；计划招聘特岗

医学生、特岗全科医生50名；
开展基层卫生人才培养项
目，培养老龄照护等基层卫
生人才600名；开展乡村医生

“乡聘村用”工作。
持续开展“示范中医馆”

评选，推动县级中医医院升
级，力争50%的县级中医医院
达到三级水平、100%通过“二
甲”评审；深化综合医院、专
科医院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
设，100%的县级综合医院、妇
幼保健机构设置标准化中医
科和中药房；开展中医药适
宜技术培训，完成 1000 名基
层医生培训任务。

加快推动郑州市公共卫
生应急救治中心、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公共卫生检验检测
中心等公共卫生体系项目开
工建设；持续推进郑州市第
八人民医院迁建等 8 个在建
项目；年内基本完成灾区医
疗卫生机构灾后恢复项目。

全面加强党建，加强舆论
引导，做好健康素养宣传、行
业形象塑造等宣传策划，弘
扬行业正能量。

2022年2月22日，一个有爱而又特别的日子。在老家巩义市米河镇，河南省中医院护士周亚丹身着洁白的婚纱，嫁给
了她亲爱的新郎。这场因抗击疫情推迟了700余天的婚礼终于举行。据了解，因为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周亚丹在2020年
和2021年先后4次推迟了婚期。两年里，周亚丹的爱人一直默默支持着她。婚礼当天，周亚丹和爱人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在亲朋好友的见证和祝福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丁 玲 戴秀娟/摄

本报讯 （记者卜俊
成 通讯员刘奕铭）2 月
18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副主任黄红霞深入新乡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通过
实地察看试点单位营养食
堂建设和营养指导能力提
升培训基地建设情况，进
一步突出营养在维护公众
健康中的积极作用。

合理膳食是保障健康
的基础。近年来，河南省
按照国家《营养健康食堂
建设指南》《营养健康餐厅
建设指南》等“四个指南”
要求，遴选 5 个省级营养
健康食堂建设试点和3个
省级营养指导员带教培训
基地，下拨专项资金，制定
实施细则，指导试点单位
开展营养食堂建设工作，
以点带面，逐项突破，全面
推动“四个指南”落实工
作；将营养食堂建设和营
养指导能力提升工作相结
合，把建成的营养食堂试
点同时作为当地及周边营
养指导能力提升技能培训
的示教基地使用，提升合
理膳食工作效能。

在新乡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黄红霞一行实
地察看了该院营养健康
食堂、职工餐厅及肠内制
剂配制场所，详细了解了
营养健康餐的制作流程、
安全保障，以及营养食堂
建设和营养指导能力提
升培训基地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并
举行座谈会。黄红霞说，
营养是疾病预防的端口
和维护公众健康的基础；
营养食堂建设是单位开
展营养健康管理和职工
提高自我营养管理能力
的有力抓手。各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
视营养工作，积极指导试
点单位扎实推进营养食
堂建设和营养指导能力
提升培训基地建设。各
试点单位在营养食堂建
设中要严格按照国家建

设指南，认真做好组织管理、人员培训
和考核、营养健康教育、配餐和烹饪、
供餐服务等六大方面工作；要在场地
设置、设备设施、信息化、人员等方面
给予重要支持；要在建设中兼顾统筹
作为营养指导能力提升培训基地的功
能，加强师资培训，科学设置课程，积
极借鉴先进经验，强化特色创新，通过
示范带动，为健康中原建设夯实营养
健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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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讯
员 赵 敏）今年，开封市卫生健康
委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重
点，科学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和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精准施策，狠
抓落实，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

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开封市坚持“人物同防”，严格落
实“四早”要求，做好疫情应急处
置；持续开展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年底前完成加强针和3岁~11岁人
群接种任务；逐步健全传染病救
治体系，市、县（区）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基础设施建设达到国家标
准。

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开
封市加快推进省、市区域医疗中
心和省重点学科建设，规划建设
开封市“十大专科”，实现市级“四
所医院”、县级“三所医院”达标建
设全覆盖；落实政府共建责任，加
快5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开
封市持续推动“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争取 2022
年全市所有乡镇卫生院达到服务
能力基本标准，30%达到推荐标
准；完成 1848 个公有产权村卫生
室建设，夯实基层网底；新建8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2个社区卫
生服务站，构建“城市15分钟医疗
服务圈”。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开封市推进 1 个国家区域中医专
科诊疗中心、4个省区域中医专科
诊疗中心和 4 个省中医重点专科
等建设项目；新建成15个中医馆，
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中医馆全覆盖；加强中医医
疗机构院内制剂研发使用，持续
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加快重大卫生健康项目建
设。开封市谋划推进市传染病医

院迁建，市人民医院病房综合楼、
市陇海医院医养结合养护楼建设
等项目。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开
封市落实“七统一”要求，全力推
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取得实
效；完善市级公立医院高质量考
核评估体系，推动市、县两级开展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考核；持续
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深化公
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加强药品
耗材使用管理，持续完善综合监
管制度。

深入实施健康开封行动。开
封市将健康开封行动具体任务及
指标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综合考
核；完善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
健康科普知识发布、传播和监测
机制，推动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逐步提升；完善传染病防控体
系建设，持续加强慢性病、地方病
和寄生虫病防治，深化职业病危
害专项治理；持续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推进无疫小区、无烟机关、
无烟学校建设。

做好“一老一小”照护服务和
妇幼健康工作。开封市要求二级
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
比例达到5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护理床位占比达到30%；加强妇幼
健康筛查管理；加强托位建设规
划，新增托育床位3000个。

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开
封市做好“51515”卫生人才工程，
力争全年引进培养博士 20 名，全
日制硕士 100 名，县、乡医疗卫生
机构引进本科生200名，培养培训
名医、业务骨干、基层优秀人才及
乡村医生200名；优化卫生人才管
理机制，推动“县招乡用”，并加快
实施乡村医生“乡聘村用”，纳入
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切实做好
卫生人才培训，全面提升各层次
卫生人才业务能力。

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党员干部：

雷锋的光荣事迹和崇高精神
始终激励着我们，卫生健康系统的
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勇攀医学高
峰 ，牢 记 使 命 、守 护 人 民 健 康 。
2021年，我们战疫情、抗灾情，广大
干部职工在灾难困难面前勇于担
当、白衣执甲，无惧安危、不畏寒
暑，上下同心、奋勇向前，传承雷锋
精神，践行志愿服务，彰显了“敬佑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职业精神。

今年年初，我省多地新冠肺炎
疫情卷土重来，寒冷冬季街头人流
量减少，高校学生提前离校、延迟
开学，无偿献血工作进入“紧急”状
态。年末岁初，临床诊疗呈现爆发
式增长，医院手术量激增，血液供
应紧张形势日益严峻，采血量难以
满足临床用血需要，影响人民生命
健康，采供血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今年 3 月 5 日是第 59 个“学雷
锋纪念日”和第23个“中国青年志
愿者服务日”。为传承弘扬雷锋精
神，广泛开展“学雷锋 我行动”活
动，有效缓解临床血液供应压力，
在此，我们倡议：请全省卫生健康
系统党员干部积极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大力弘
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精神，踊跃加入无偿献血暨造血干
细胞捐献志愿者队伍，带头登上献
血车、走进献血屋，捐献可以再生
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在
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中培育美好心灵，用爱心抗击疫情，
用热血守护生命！

团队无偿献血组织工作请与各地中心血站联系；省
直和郑州市直卫生健康单位无偿献血请与省红十字血液
中心献血招募办公室联系（联系人：孔大为；联系电话：
0371-63979652、1359880038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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