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丁 玲）8 月 9 日，
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召开全体
会议，研究审议了《健康中原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健康中原行动
2021~2022 年考核实施方案》。省政
府副省长、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
主任宋争辉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卫
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副主任王良
启，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各成员
单位负责同志、15项专项行动负责同
志参加会议。健康中原行动推进委
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列
席会议。

2021 年，河南省健康中原行动
成效显著。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持续提升，达到 28.4%；启动营养食
堂创建活动，膳食指导持续强化；城

市社区建成“15 分钟健身圈”，乡镇
及行政村体育健身工程实现全覆
盖；全省无烟党政机关建成率达到
90%以上；全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
范管理率达 92.06%，综合排名全国
第 9 位。同时，全省深入开展大气、
水、土地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行
老年人、残疾人出行便利举措等，重
点人群健康保障明显加强；省政府
连续5年实施“两癌两筛”民生实事，
妇幼健康核心指标持续向好；中小
学生体育锻炼持续加强，以 41 个县
为试点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集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
职业病危害集中整治行动，不断深
化尘毒危害治理；老年健康服务能
力大幅提升，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设

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53%，65岁
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到 70.9%；
慢性病综合干预深入推进，国家级
和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达到
115 个，市县级癌症防治中心、县级
脑卒中防治中心建设加速推进，重
大疾病发病率和致死率进一步降
低。

2022年，河南省将聚焦影响人民
健康的重大疾病和突出问题，提速提
质推进15项健康中原行动，重点抓好
75项重点任务，不断提升全民健康水
平；组织开展健康中原行动2021年监
测评估及考核工作，充分运用考核手
段，增强健康中原行动的“硬约束”，
为推进健康中原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启动健康中原行动、各专项行动“形

象大使”“健康达人”的聘任、评选活
动，充分发挥“形象大使”“健康达人”
的号召力、影响力，向全社会传播健
康知识，宣传健康理念，倡导健康生
活，推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宋争辉强调，作为全国人口大
省，河南省的健康中国行动实施成效
对全国整体工作有重大影响。各成
员单位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
对照国家要求，更好地推进健康中国
行动各项目标指标和重点任务落地
落实，力争早日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要在推动青少年近视、居民超重肥
胖、癌症早诊早治、AED（自动体外除
颤器）配置使用、食品营养标识等重
点热点问题上取得突破；要尽快启动
健康中原行动2021年考核工作，把考

核作为推进健康中原建设的有效抓
手，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考
核结果经推进委员会审定后向各市
通报，作为各地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干部奖惩使用的
重要参考；要强化健康宣传，从单纯
依靠医疗卫生系统向全社会整体联
动转变，实现健康中原行动的“全民
参与、共建共享”。

阚全程汇报了健康中原行动
2021年重点工作完成情况和2022年
工作计划，省教育厅、省体育局负责
人分别汇报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全
民健身行动2021年重点工作完成情
况和2022年工作计划，王良启作《健
康中原行动2021~2022年考核实施方
案》起草情况的说明。

重点突破重点突破 强化考核强化考核

河南推进健康中原行动取得新进展河南推进健康中原行动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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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本报讯（记者常 娟 许冬
冬 通讯员张 淼）8月5日，记者
从河南省智慧医院建设工作推进
会上获悉，2022年河南智慧医院
建设目标确定。其中，在电子病
历系统建设上，今年要努力实现
80%省辖市综合实力较强的三级
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功能应用分级
通过5级省级初评，90%县域医疗
中心电子病历达到 4 级以上；在
智慧服务和智慧管理上，争取达
到全国二级和三级公立医院要求
水平。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阚全程
参加会议。

建设智慧医院不仅顺应时代
潮流，还可以为医院发展注入新
动能，为就诊患者提供便捷服务，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
群众就医安全感和获得感。

河南智慧医院建设起步较
早，尤其是在电子病历系统建设
上，2019年就启动了电子病历升
级战。历年来，全省各级医疗机
构参评全国统一组织的电子病历
系统应用水平分级评价的数量不
断增加，平均级别也不断升高，电
子病历系统建设工作连续两年迈
入全国第一方阵，并被列入全国

“一年两评”3 个试点省份之一。
截至目前，河南有 1 家医院电子
病历被评为 6 级，13 家医院被评
为 5 级；101 家县域中心医院（不
包含中医医院）中，有 79 家医院
的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达到4
级以上，占比达78.22%。在智慧
服务分级评价上，根据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院管理研究所发布的
2019年度、2020年度医院智慧服
务分级评估结果，全国有29家医
院被评为3级（其中一家医院为4
级），河南占2家。河南的成绩有
目共睹，但与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要求（到2022年全国二级和三
级公立医院智慧服务平均级别力
争达到2级和3级），还有较大差
距。在医院智慧管理上，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也印发了相关分级评估标准
体系，鼓励各级医疗机构对照标准加强建设，
以争取实现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要求。

河南要求，无论是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还
是医疗机构，都要加快推进智慧医院建设工
作，制定切实规划。其中，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及时、准确掌握辖区内智慧医院建设现
状，严格按照目标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
狠抓落实；各级医疗机构要选择和自身发展规
划平衡且匹配的建设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发
展规划，把评估结果看淡一点，把建设周期拉
长一点，把存在的问题看重一点，更智慧地推
进智慧医院建设。同时，要做好顶层设计，明
确服务对象，避免信息化建设光想着“建高
楼”、忽视了“打基础”等。

阚全程说，智慧医院建设是“一把手工
程”，各级医院一定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到信
息化建设的投入不仅可以倒逼医院的精细化
管理，还可以为患者提供更精准的服务；要根
据医院的实际情况做好顶层设计，打好基础再

“配车”，推动医院信息化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要利用好现有信息化系统，把好信息安全底
线，脚踏实地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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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一患者实施
三种高难度手术

↑ 日前，在许昌市举行的河南省疟疾传播媒介监测
培训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蚊媒专家施文琦为学员
示教按蚊孳生地调查方法。据了解，为提高我省专业技
术人员疟疾媒介按蚊监测、鉴别技术，做好消除疟疾后媒
介监测工作，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开展疟疾传
播媒介监测培训。 杨 须 张红卫/摄

“ 啥 是 有 氧 运 动 和 无 氧 运
动？”“运动中扭伤脚应该怎么处
理？”8月8日，在“健康中原行·大
医献爱心”活动直播间，5 位省级
科普专家正通过大屏幕与观众进
行着线上“对话”。

当天，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省体育局、省文明办、省老龄办等
联合主办的“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乡村振兴志愿服务专项行
动暨全民健身日活动，走进新郑
市。因疫情防控的需要，本次活
动采用专家线上直播的方式进
行。

8月8日是全民健身日。河南
是人口大省，但经常参加体育锻
炼者却不多。2021年，省体育局、
省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河南省
推进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的实施意见（2021~2025 年）》，

提出要树立“身体好、心理好、品
德好”的健康理念，引导群众从单
纯依靠被动治疗的“治已病”到主
动健身的“防未病”转变。

因人而异
量身打造运动“处方”

“您膝关节功能怎么样？大
家可以通过闭眼单脚站立、单腿
下台阶、单脚提踵这几个简单的
动作自测一下。”来自河南省体育
中心的科普专家唐洪渊以《运动
促进健康小妙招》课题，拉开了本
次科普讲座的序幕。

唐洪渊说，运动可以健身，但
不当的运动会带来风险。大家可
以先通过深蹲、弓步蹲、跨步等测
试来排除风险，如果身体无任何
不适，才能开展运动。

“基因给枪上了膛，是生活方
式扣动了扳机。”在科普专家苏丽

看来，过度节食、药物减肥等从本
质上说都是无用功，低强度、长时
间的有氧运动才最有利于减脂。

苏丽建议，最好以有氧运动
为主，抗阻运动和柔韧性运动为
辅，每次运动时长以60~90分钟为
宜，每周中等强度运动不少于300
分钟，或中等以上强度运动至少
75分钟。

在分享《科学运动》这一课题
时，河南大学体育学院的科普专
家王嵛说，老年人宜选择散步、慢
跑、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项目，
不宜进行高强度运动，尤其是有
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

在接下来的授课中，巩义市
人民医院全科医师崔总文、新乡
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娄
政驰，分别就《村医健康教育技能
培训》《老年人群健康素养》作经

验分享。
注重互动
让健康科普“入脑入心”
怎样讲好健康科普，让健康

科普“入脑入心”？作为主办单位
之一的省卫生健康委，从全省征
集科普高手，推出统一的课件，推
出“明星科普专家公开课”……专
家们“八仙过海”，把健康知识讲
出了独有的风格。

“很实用，接地气！”新郑市健
康教育所的刘晓青说。

“专家们风趣幽默的讲解方
式，就像拉家常一样，我特别受
用。”新郑市新村镇时垌村乡村医
生王晓伟说。

实打实的收获和成效，离不
开各相关部门的积极筹备和高效
组织。在活动开始前，河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向新郑市捐赠

《健康素养66条》画册1000册，医
药卫生报社向新郑市捐赠科普报
纸4万份。

新郑市卫生健康委高度重
视，迅速响应，根据活动要求及授
课内容，主动协调市文明办、融媒
体中心、文广旅局等，共组织市直
单位、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
管委会）60 余家文明单位 2 万余
人，全市21家医疗卫生机构3600
余名医务人员和 273 家村卫生室
乡村医生，以及 1700 余名退休老
同志、两家老年公寓的100余名老
人线下观看直播。

此次活动，省卫生健康委视
频号、科普中原、河南省有线电视
120 频道、河南疾控视频号、河南
疾控抖音号、河南疾控《健康半月
谈》视频号直播量累计达80万人
次，创下历史新高。

让健身成为群众行为自觉让健身成为群众行为自觉
——““健康中原行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大医献爱心””走进新郑走进新郑

本报记者 王 婷 通讯员 范彩霞 田胜利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获评
“全省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 通讯员
宋军伟）近日，河南省委办公厅对
全省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
进行表彰，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获评

“全省党委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
位”。

省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信息
报送工作，委党组书记、主任阚全
程多次对加强信息宣传工作做出
批示，并点题、审核。自 2019 年以
来，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紧紧围绕

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持续完善
机制、健全队伍、加强调研，不断提
升信息工作水平，特别是健全上级
约稿督查落实和协商研讨机制，建
立《河南卫生健康动态》内部专刊
制度，承担河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办公室文秘信息工作，每日向省委
报送疫情信息、编发《疫情专报》

《值班快报》《工作动态》，定期编发
《工作快报》；健全政务信息联络员
队伍，建立定期联络通报制度，加

强交流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
每年年初向各处室征集重点调研
课题，加强统一组织、管理和协调，
开展专题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
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紧紧
围绕疫情防控、深化医改、健康扶
贫、中医药发展等领导关切、群众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主动总结上
报相关信息，为辅助领导决策、协
助领导管理、促进工作交流、推动
全局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讯（记者常 娟 通
讯员符臻臻 郑笑涵）日前，
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经过13小时的手术，肺移植
科赵高峰团队成功为一名患
者实施动脉导管未闭介入封
堵、室间隔缺损心内直视修
补和肺移植手术（又称三联
杂交式“修心换肺”手术）。
据相关文献资料检索，该手
术尚属全国首例。

患者是一名 29 岁的女
性，患有先天性心脏病，6年
前病情加重，出现了呼吸衰
竭、心力衰竭等症状。患者
辗转多家医院就诊，病情却
无好转迹象。带着最后一丝
希望，患者与赵高峰团队取
得了联系。

患者入院后，医务人员
通过检查发现，患者病情复
杂，存在室间隔缺损（巨大）、
动脉导管未闭（巨大）、肺动
脉高压、艾森曼格综合征等
情况。经过反复多学科会
诊，专家团队认为，只有为其
开展“修心换肺”或心肺联合
移植手术才能救命。考虑到
手术风险、手术成功率、创面

恢复等情况，通过对患者身
体状况的全面评估及病情的
详细分析，最终专家团队决
定和患者一起接受挑战：避
免心肺联合移植，进行三联
杂交式“修心换肺”手术。

该手术在国内外不曾有
类似报道，无任何可借鉴的
经验。随后，赵高峰团队就
术前、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
风险制定了应对措施。

8月3日，在郑大一附院
器官协调团队的帮助下，历
经数月，患者终于等到了匹
配度良好的器官。当日，在
介入科、心脏移植张新团队，
超声科、体外生命支持中心
等医疗技术团队的保驾护航
下，历时 13 小时，经过体外
循环及ECMO（体外膜肺氧
合）的双重支持，赵高峰团队
为患者成功实施三联杂交式

“修心换肺”手术。
术后，患者转入外科重

症监护室，逐步渡过了术后
急性排斥、供肺感染等大关，
转危为安。目前，患者情况
良好，29岁的她迎来了第二
次生命。

本报讯（记者常 娟 实习记者安笑
妍 通讯员喻大军）根据河南省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单
位“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的通知》要
求，按照省卫生健康委统一部署，8 月 9
日，省卫生健康委派工作组到驻马店市驿
城区胡庙乡开展“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
活动。

工作组一行先到驿城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实地考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参
观了实践中心场地、硬件设施，了解了阵
地建设等情况；又到胡庙乡胡庙村、高庄
村，详细了解复工复产状况、文旅产业发
展态势、乡村振兴建设现状，并为大家送
去疫情防控宣传手册、医用口罩、医用消
毒洗手液、口杯等物资，切实推动“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向农村基层延伸。

在“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动座谈
会上，驿城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副区长薛
寒和胡庙乡党委书记赵敏详细介绍了驿
城区、胡庙乡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

“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工作进行了深入
探讨交流。

据省卫生健康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张学旺介绍，省卫生健康委非常重视

“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工作，此次调研交
流活动，旨在进一步了解胡庙乡发展实
际，明确结对帮扶具体措施，为胡庙乡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健康保障。下一步，省卫
生健康委将结合驿城区、胡庙乡实际情况
和现实需求，细化工作措施，发挥行业优
势，深入开展“四送一助力”结对帮创活
动，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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