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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冯金灿 通
讯员宋文刚）应中地海外集团
埃塞俄比亚公司的邀请，中国
援埃塞俄比亚第 23 批医疗队近
日到该公司开展“健康进企业，
义诊暖人心”活动，为该公司员
工普及健康知识，并捐赠了药
品。

本次活动由中国援埃塞俄
比亚第 23 批医疗队队长张志韧

带队，义诊科室涉及外科、神经
内科、妇产科、呼吸科、心内科、
超声科等。

在义诊过程中，队员们详
细了解前来问诊员工的日常饮
食、用药等情况，认真为其测血
糖、量血压，向他们宣传健康知
识，提醒他们出现不适或发现
健康问题时，及时到当地医院
就医。

当天，中国援埃塞俄比亚
第 23 批医疗队还向该公司捐赠
了一些药品。在捐赠仪式上，
中地海外集团埃塞俄比亚公司
相关负责人代表该公司，向医
疗队致以诚挚的谢意，并送上
了感谢信。

据了解，这是中国援埃塞
俄比亚第 23 批医疗队抵达当地
之后开展的首次义诊活动。在

活动中，队员们共诊疗患者约
200 人次。

在未来的一年里，医疗队
在完成受援医院医疗任务的同

时，还会努力保障中资企业员
工 和 当 地 华 人 华 侨 的 身 心 健
康，并为大家提供疫情防控指
导。

中国援埃塞第23批医疗队开展首场义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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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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月4日，在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琴湖边上，该校学生张涛正在深情地为同
学们讲述刘胡兰的故事。新乡医学院三
全学院师生通过重温党史故事、与英烈

“隔空对话”、VR（虚拟现实）参观抗美援
朝纪念馆等形式，开展清明节祭奠英烈活
动，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

王德胜 王玲玲/摄

本报讯（记者冯金
灿）4月7日，记者从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获悉，截至
4月4日24时，全省累计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06
亿剂，累计接种 8806.51
万 人 ，免 疫 覆 盖 率 达
88.63%。

2021年3月，河南建
立全省“统一采购、统一
结算、统一调配”的新冠
病毒疫苗采购调配机制，
医保部门和财政部门全
力配合。数据显示，2021
年，河南共投入新冠病毒
疫苗采购和接种费用达
87.2亿元，为疫苗接种工
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为
确保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任务如期完成，河南
还印发了疫苗紧急接种
督导方案，派出9个工作
指导组，对各地新冠病毒
疫苗紧急接种工作落实
情况、疫苗管理情况、接
种单位和人员准备情况、
疫苗规范接种情况等进
行督导，确保疫苗紧急接
种工作有序稳妥推进。

疫苗有了，怎么保障
老百姓接种需求？省卫
生健康委对2981个接种
门诊进行扩容，新增临时
接种点 1600 个，设立接
种台 1.5 万个，配备接种
人员 3.6 万人、医疗救治
人员4万人，培训接种服
务相关人员 9.6 万人，并
依托二级以上综合医院
组建预备接种点和接种
队伍。在疫苗接种高峰
期，广大接种工作人员加
班加点、夜以继日，累计
37 天单日接种量超 100
万剂次，11 天单日接种
量超200万剂次，全省单
日 接 种 最 高 峰 值 达 到
273.37万剂次，位列全国
第二。

据了解，目前全省
60岁以上老年人新冠病
毒 疫 苗 接 种 1500 多 万
人，覆盖率约为 87%，但
仍有 200 多万老年人还
未接种。目前，河南各地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重
点为加强免疫接种和60
岁以上老年人接种。河
南不少接种门诊还开设了老年人“绿色通道”、
接种专场，还有一些地方使用移动接种车等设
备在社区设立临时接种点，或者为老年人提供
上门接种服务。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专家
呼吁，还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老年人请尽
快接种，共筑免疫屏障。从国内外的疫情防
控情况来看，没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如果被
新冠病毒感染发展成重症或死亡的概率比其
他人群要高，非常有必要接种疫苗。患有慢
性病的老年人更应该接种疫苗。目前河南各
地疫苗供应充足，建议广大市民在完成基础
疫苗接种满 6 个月后，应尽快去加强免疫接
种。

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眼保健操能预防近视吗 2 版

核酸检测背后的“粮草官”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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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
罗亚飞）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发
布2022年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有
效 衔 接 乡 村 振 兴 工 作 要 点 ，以

“12345”工作模式，不断巩固拓展健
康扶贫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的底线，推动县域医疗卫生
服务一体化、均等化，为乡村振兴提
供健康支撑。

——坚持“基本医疗有保障、公
共卫生服务全覆盖”目标。河南要
求，在每个县（市）办好3家县级公立
医院，每个乡（镇）有1所政府举办的
标准化卫生院，原则上每个行政村
有1所公有产权的标准化村卫生室。

——健全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
机制。河南将依托全国防止因病返
贫动态监测系统，及时对纳入监测
范围的“三类户”开展入户核查，核

实其健康状况、患病和救治信息，确
保数据信息真实有效，并在动态核
实的基础上，聚焦重点地区、重点人
群、重点疾病，实施精准健康帮扶。

——强化部门协同、上下协同和
内部协同。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与
医保、发展和改革、财政、民政、乡村
振兴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形成部门
合力，并完善省、市、县、乡、村卫生
健康工作体系，逐级压实责任、层层
传导压力，构建“部门配合一张网、
上下联动一条线、内部协作一盘棋”
的工作格局。

——抓实 30 种大病专项救治、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先诊疗后付
费”和城乡医疗机构对口帮扶措
施。河南将救治对象扩大到脱贫地
区县域内所有 30 种大病患者，做好
重点人群救治情况跟踪监测，要求

其救治率达到95%以上，鼓励各地根
据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健康需求，
扩大救治病种范围；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做到“应签尽签”，重点做好高
血压病、糖尿病、结核病、严重精神
障碍 4 种慢性病患者的规范管理和
健康服务，4种重点慢性病规范管理
率达到90%以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借鉴洛阳、焦作经验，将“先诊疗后
付费”扩大到县域内所有住院患者，
加快推进定点医疗机构与医保经办
机构信息互联互通，推进医保“一站
式”结算；推动城市医院与县级医
院、二级以上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对
口支援工作落地见效。

——提升县级医院服务能力、乡
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农村公共卫
生服务能力、县域医疗卫生综合服
务能力和群众自我防病能力。河南

要求每个县建好1家公立综合医院、
1 家公立中医医院、1 家公立妇幼保
健院，逐步达到二级甲等医院水平；
推进中心乡镇卫生院提质升级、薄
弱乡镇卫生院达标，实现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
面达标，推进公有产权村卫生室建
设，公有产权村卫生室比例达到80%
以上，支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中医馆，加快推进受灾
医疗卫生机构灾后恢复重建，推动
乡村医生“乡聘村用”制度落实，全
省农村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达到 2.3 人，确保乡村医疗卫生机构
和人员“空白点”动态清零；每个县
（市）依托 1 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县级
医院建设公共卫生医学中心，推进
县级疾控中心建设标准化，加强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热

诊室运行管理；构建县、乡、村一体
化管理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对医
共体实行医保基金总额预算管理，
推行行政、人员、业务、药械、财务、
绩效、信息“七统一”管理，推进远程
医疗服务覆盖全省所有县级医院和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并逐步向村卫生室延伸；全面推进
健康促进行动，开展“健康中原行·
大医献爱心”“名医名家走基层送健
康”“健康基层行·药师在行动”等乡
村振兴公益活动，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开展“无疫小区”创建，推动
建立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
会，继续免费开展妇女“两癌”（宫颈
癌和乳腺癌）筛查、预防出生缺陷产
前筛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项目，儿
童营养改善项目覆盖到所有脱贫
县。

河南以“12345”工作模式
助推乡村振兴

重度昏迷近3个月，家人已为其准
备好身后事时，他苏醒了。近日，商丘
市夏邑县的王老先生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北院区康复医学科出院回家
了，其老伴儿喜极而泣，直说“这真是
奇迹”。

事情要从 3 个月前说起。王老先
生 10 年前接受过脑外伤手术，有 8 年
脑梗死病史、1年癫痫病史。3个月前，
王老先生在活动状态下突发意识不
清，被家人送到郑州救治，历时40余天
未找到病因，病情日渐加重。过年期
间，家人把饺子打碎后喂给王老先
生。“这好歹也算是吃了年夜饭。”王老
先生的老伴儿说，“老家的房子也都收
拾妥当，我们已经为他准备好身后事
了。”

转机就在偶然间。有熟人为他们
推荐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院区
康复医学科曾西团队。2月21日，王老
先生被家人送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北院区。当时，王老先生神志不
清，精神差，靠鼻饲管维持饮食，还用
上了尿不湿，情况不容乐观。

曾西带领病区副主任李和平、医
生李小云等团队成员，多次论证，最终
确诊王老先生罹患的是自身免疫性脑
炎。“这是罕见病，也是急危症。”曾西
说。为了慎重起见，他们多次组织专
家会诊，最终确定了精准治疗方案，对
王老先生给予辅助进食、抗感染治疗、
给予营养神经等药物治疗，以及综合
康复治疗。

一个月后，王老先生病情明显好
转。“来的时候，他还是昏迷不醒。经
过治疗，曾主任说他能坐着轮椅回家
了，我都不敢相信。”王老先生的老伴
儿说，“这真是奇迹。”王老先生的儿子
也再三向曾西团队表达了感激之情，

并给他们科室送来了锦旗。
曾西团队为王老先生拟定了详细的医嘱。出院

后，王老先生转入当地医疗机构，继续接受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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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启用来（返）豫人员报备系统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4 月 4 日零

时，河南启用来（返）豫人员社区报备系
统，此举旨在进一步高效做好精准疫情
防控工作，切实推进便民服务，有力保障
群众健康。

按照现行疫情防控政策，来（返）豫
人员通过“豫事办”APP（手机软件）、支
付宝“豫事办”小程序及河南当地政务服
务移动端（如“焦我办”APP 等）进入来
（返）豫人员社区报备系统，需要提前 3
天按照要求填写个人信息，完成报备登
记（报备信息内容在预计到达时间前可
修改 2 次或撤销登记）。未及时完成报
备的人员应及时主动补录信息，或向所
在社区（村）专管员报告补录信息，完成
报备登记。来（返）豫货车司乘人员则需

要按照要求填写专用报备内容，完成报
备登记。

“这相当于我省疫情防控的岗哨又
前移了一步，目的是做到早发现，并第
一时间管控。”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社会管控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配合该
报备系统，全省还建立了“一卡一机一
专管员”统一工作平台。由省疫情防控
指挥部统筹安排，为所有社区（村）统一
配置终端手机，使用专属号段和统一报
备系统，形成来（返）豫人员社区（村）报
备系统专用通道，利用大数据，可实时
掌握来（返）豫人员数量、社区（村）核查
情况、中高风险数据自动汇总、数据自
动比对等。

该报备系统依托省一体化疫情防控

管理平台打造的全省一张网，对全部来
（返）豫人员的报备信息统一自动汇总、
自动对比，由省一体化疫情防控管理平
台再分给社区（村）专管员，实现社区
（村）、街道（乡镇）、县（市、区）、市、省的
全贯通。

该报备系统与省外入豫人员健康码
赋码并行使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
室提醒，启用来（返）豫人员社区报备系
统是有效应对国内外输入性疫情、加强
群防群控、保障广大群众健康安全的重
要措施。请来（返）豫人员、省外来（返）
豫货车司乘人员积极配合，认真遵守各
项疫情防控要求，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做好个人防护，用责任担当共同筑牢
疫情防控坚实防线。

请扫码关注
微信、微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