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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3日晚在北京以视
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习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更加全面、紧密、
务实、包容的高质量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新
征程。

□日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
设的指导意见》，就主动顺应经济社会数字化转
型趋势，充分释放数字化发展红利，全面开创数
字政府建设新局面作出部署。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通
讯员沈刘明）辖区内 常 住 人
口 、单 位 名 称 、人 员 配 置 情
况 ……6 月 21 日 ，记 者 从 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的全省
院前急救指挥调度管理工作
会议上获悉，河南正对全省
120 急救指挥中心基本情况
进行摸底，进一步加强院前
急救指挥调度管理，规范院

前急救服务行为，为人民群
众提供快捷、高效、优质的急
救医疗服务。

据悉，院前急救包括在医
疗机构外对急危重症患者进
行救治、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
疗救援和重大活动医疗保障
等，是我国急救医疗服务体系
及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中，院前急救指

挥调度是整个 120 急救体系的
神经中枢，在急救工作中发挥
着受理、调度、指挥、协调的关
键作用，是实现院前医疗急救

“反应灵敏、快速到位”作用的
首要环节。

近年来，河南各级卫生健
康部门持续加强院前急救指
挥调度管理工作，促使本级
120 急救指挥中心在日常院前

救治和突发公共事件紧急医
疗救援等工作中，为快速有效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发挥了突
出作用。如在支援湖北、吉林
和上海等地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工作中，全省各级 120 急救
指挥中心始终坚守抗击疫情
的生命线，日夜兼程转运救治
患者，以突出的业绩得到当地
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的充分

肯定，并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
好评。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
信息化技术广泛应用于各个
领域的大背景下，亟待摸清全
省院前急救指挥调度‘家底’，
为进一步加强院前急救指挥
调度管理工作，加大投入力
度，提升院前急救工作效能提
供有力支撑。”省卫生健康委

医政医管处处长李红星说。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从

“理顺机制，完善体制；明晰职
能，拓展外延；强化培训，提升
素质；增强责任，严格管理；严
抓质控，提高质量；加强联动，
保障有力”六大方面入手，进
一步提升全省院前急救能力，
促进院前急救指挥调度工作
持续健康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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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 旸 实习记者
安笑妍 通讯员张
艳涛）6 月 23 日下
午，河南省脊柱微
创工程研究中心在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
院（河南省骨科医
院）揭牌成立。今
后，该中心将致力
于脊柱相关疾病的
重大慢性病系统研
究、建设脊柱微创
研发平台等。

此前，河南省
发展和改革委已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批复了河南省脊
柱微创工程研究中
心的建设申请，明
确河南省洛阳正骨
医院为牵头建设单
位、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为主管单位。

当天，在河南
省洛阳正 骨 医 院
郑州院区参加成
立大会的省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一
级巡视员张若石
说，组建河南省脊
柱微创工程研究
中心是加快创新
平台建设、构建一
流创新生态的具
体行动，是立足国
内、瞄准前沿，针
对骨科疑难重症
开展系统研究、技
术推广和创新成
果转化的重要抓
手。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要以此
为契机，推动脊柱
微创诊疗技术、科
研 能 力 、学 科 建
设、中医特色再上
新台阶。

据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院长李无阴
介绍，外科手术的微创化、数字化、智能化
是未来外科技术的发展方向。陆军军医
大学新桥医院教授周跃应邀担任河南省
脊柱微创工程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将进一
步带动河南脊柱微创学科“医工结合”和
创新发展。

同时，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还将依托
河南省脊柱微创工程研究中心及院内脊
柱微创中心，集中科研与临床实践相交叉
所产生的优势资源，努力打造具有竞争力
的工程技术研发支撑平台，形成人才培育
和储备基地，提升脊柱退行性疾病微创治
疗和研究水平，造福更多患者。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员刘占峰 彭
尧）2021年全省健康素养水平为28.40%，较上一年
提升 1.64 个百分点……6 月 23 日，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省疾控中心）召开 2022 年
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线上会议，总结2021年河南
省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
2022年全省健康教育与促进重点工作，并表彰在
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省疾控中心
主任郝义彬与会并讲话。

2021年，全省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机制进一
步完善，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不断优化，健康城
市、健康县区、“健康细胞”建设持续推进，完成全
省11个健康促进县（市、区）和51家健康促进医院
评价工作，覆盖率处于全国前列。科普创作与传
播持续发力，印刷出版《健康素养 66 条农民画
册》，完成6部公益广告制作，《河南疾控》抖音号
发布原创视频167部，《健康半月谈》栏目完成14
次在线直播，原创科普文章80多篇等；完成健康
教育“四库两平台”信息化建设，征集专家库成员
5700人，资源库756个；推动无烟党政机关建设，
省级无烟党政机关实现100%全覆盖，启动全省首
次公务员戒烟大赛，3家无烟党政机关建设入选全
国优秀案例。

针对 2022 年重点工作，郝义彬要求，抓机制
建设，按照健康中国行动要求，在“两建三融四行
动”中下足功夫，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机制完
善，推动政府、医院、医生健康教育绩效评价机
制建立。抓重点突破，继续提炼总结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做好疫情常态化
防控各项措施的健康传播；依托“健康中原行·
大医献爱心”活动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健康教
育项目，做好农村和基层社区的健康教育；与教
育、妇幼、体育等部门合作，做好教师、学生、妇
幼人群、体育指导员的健康教育技能培训；依托
各类新闻媒体，做好良好氛围营造和社会人群
健康教育；依托全省各级各类健康教育专业机
构，做好全省性工作的总体部署和安排。抓效
果评价，按照“凡有工作，必有评价”的原则，继
续 拓 宽 健 康 教 育 的 评 价 范 围 ，对 健 康 县 区、

“321”健康促进行动、健康传播、烟草控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等项目开展健康教育专项评价，不
断提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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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在洛阳市宜阳县樊村镇柴胡种植基地，农民在为种植的柴胡除草。近年来，该镇加快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方式，实现“种、供、销”一体化，大力发展柴胡种植业，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刘永胜 李兴力/摄

6 月24 日，河南多地发布高
温红色预警，郑州局部最高气温
达41摄氏度。自6月16日以来，
全国高温排行榜被河南“霸屏”，
本轮高温天气“超长待机”，河南
多地还未入伏就提前进入“蒸烤
模式”。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中暑、
心脑血管疾病、心理疾病等健康
问题不断显现。连日来，记者走
访省会多家医院，为您寻找高温
天里的“健康生活指南”。

户外中暑后，有效紧急处置
能保命

“喂，是120吗？这里有位环
卫工人在路边晕倒，像是中暑
了，你们快来……”6 月 22 日 18
时左右，这位环卫工人在高温下
户外作业3 小时后晕倒在地，被
送往医院救治。

据河南省人民医院院前急
救科主任张培荣回忆，接诊时，
这位患者体温高达40摄氏度，心
跳、呼吸很快，同时伴有昏迷、抽
搐等症状。

接诊医生问诊时了解到，患
者既往有高血压病、糖尿病等慢

性病，结合其送医时的临床表
现，初步诊断为热射病。随即，
患者被送至省人民医院急诊重
症监护室接受进一步诊治，至今
仍处于昏迷状态。

据张培荣介绍，在高温（一
般指室温超过32摄氏度）环境中
或烈日下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且无足够的防暑降温措施，常易
发生中暑。有时气温虽然未达
到高温，但是由于湿度较高或通
风不良，亦可导致中暑的发生。
老年、体弱、疲劳、肥胖、饥饿、失
水、失盐、穿着紧身或不透风的
衣裤者，以及发热、甲状腺功能
亢进、糖尿病、心血管病等患者
更易发生中暑。

身边有人中暑，如何正确施
救？张培荣说：“首先要将患者
转移到通风良好且阴凉的地
方，脱去其衣物，同时进行肌肉
按摩，促进散热；然后用冷水擦
拭其面部和全身，同时可使用
电风扇或者空调，以加速散热，
但应注意避免电风扇或者空调
直吹。若患者清醒，应少量多
次为其补充水分，注意适当补

充淡盐水或含有钾、钠、镁、钙
的运动功能性饮料。重症中暑
患者若出现高热、昏迷、抽搐等
症状，必须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
话。”

张培荣特别提醒高温天气
下的户外工作者：要尽量调整工
作时间，避免正午时分暴露在阳
光下；外出时，做好防晒措施，最
好穿棉、麻、丝类轻薄、宽松、浅
色的衣物，少穿深色、紧身、不透
气的服装，以免大量出汗时不能
及时散热；千万别等口渴了才喝
水，应根据气温的高低、失水的
多少，每天喝1.5升~2升水，出汗
较多时可适当补充一些淡盐水、
矿泉水等；年老体弱者、婴幼儿、
孕产妇、有慢性病者，特别是有
心脑血管疾病者，在高温天气尽
量减少户外活动。

“三高”老年群体，警惕心脑
血管意外

据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夏天
从6 月开始，心脑血管疾病就进
入高发期，一直持续到9 月。气
温到达35摄氏度后，每升高1摄
氏度，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就会增加17.3%。
结合本轮持续性高温天气

中的接诊情况，张培荣说：“目
前，我们所接诊的心脑血管疾病
患者并没有明显增多。入伏后，
随着空气湿度加大，闷热的环境
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的影响会
加大，尤其是患有‘三高’的老年
群体更要警惕心脑血管意外的
发生。”

由于高温环境下出汗多，人
体会流失较多的水分，血液容易
变得黏稠，易形成血栓，尤其是
高血压病、冠心病、糖尿病等有
动脉血管粥样硬化的人群增加
了血栓性疾病的风险；燥热的天
气，容易使人情绪不稳定，诱发
心律失常，还容易引起血管痉

挛、血压升高等；此外，入夏后昼
长夜短，闷热环境下人的睡眠质
量会大打折扣，缺乏休息的心脑
血管患者更容易发病。

张培荣认为，夏季，预防心
脑血管疾病发作，需要多补充水
分，饮食要低盐低脂，限酒戒烟，
要保持情绪稳定，规律作息不熬
夜，忌大喜、大悲、大怒。

“每天6时~10时是心脑血管
疾病的危险期，喜欢晨练的老年
人应避开这段时间。一旦家中
老年人出现精神萎靡、头痛、头
晕、胸闷、胸痛、全身无力、神志
障碍等症状，要及时拨打 120 急
救电话，尽快送其到医院就诊。”
张培荣提醒道。

（下转第二版）

河南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

高温“炙烤”下 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郭娅妮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陈
述明）6月23日，记者从河南省
医保局获悉，濮阳市医疗保障
局以“走流程办业务解难题”
专项活动为契机，推出“在职
转退休”免申请服务及新生儿
医保、生育保险“一件事、一次
办”便民服务改革。截至今年
5月底，濮阳市已有217名退休
人员、36名产妇和新生儿享受
了这项便民服务。

到了退休年龄，参保人员
需要先在人社部门办理退休
手续，再由单位或个人凭人社
部门出具的退休审批表到医
保部门服务窗口申请办理“在
职转退休”手续后，方可享受
退休人员医保待遇，这是“在
职转退休”的常规步骤，但部
分参保单位存在不能及时为
职工办理“在职转退休”，从而
影响退休人员医保待遇的问
题。针对这种情况，濮阳市医
疗保障局主动推出为参保职
工提供“在职转退休”免申请
服务，优化经办流程、减少办
事材料和跨部门数据共享等
措施，每月主动为达到规定缴
费年限的退休人员直接办理

“在职转退休”。
截至今年 5 月底，濮阳市

医保部门已为 176 家单位的
217 名退休人员提供了“免申

请”服务，向238家单位主动发
送了服务告知书，提醒参保单
位为未达到规定缴费年限的
302 名退休人员补足医保费
用，及时办理“在职转退休”手
续。

同时，濮阳市医疗保障局
还创新推行新生儿医保和生
育保险“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建立联办机制、制定联办
标准、打造联办平台、规范窗
口建设等，实现“一次告知、
一表申请、一窗受理、部门联
动、一站办理”的集成服务模
式。

以前，濮阳市居民办理新
生儿参保登记、住院医疗费用
直接报销、电子医保凭证申
领，新生儿母亲产前检查费用
直接报销、生育住院医疗费用
直接报销等 9 项业务，需要跑
医保部门、医院等的5个窗口、
用时1周才能办完；现在，可以
在医院直接办结，高效便捷。
濮阳市妇幼保健院是试点单
位。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
进便民服务改革，逐步将新生
儿医保生育保险‘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拓展到各县区，在
全 市 二 级 以 上 医 院 全 面 铺
开。”濮阳市医疗保障局工作
人员说。

濮阳医保服务更便民
“在职转退休”免申请

新生儿医保、生育保险“一次办”

热热 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