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丁 玲）11 月 29 日晚
上 ，记 者 从 郑 州 市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第 三 十 七 场（2022
年 第 十 二 场）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获 悉 ，近
阶 段 ，在 郑 州 市 心
理援助热线接到的
咨 询 电 话 中 ，咨 询
失眠、抑郁、焦虑等
情 绪 问 题 者 较 多 。
郑州市疾控中心主
任 医 师 李 肖 红 提
醒 ，市 民 如 遇 到 自
己无法排解的心理
问 题 ，可 及 时 寻 求
心理医生的帮助。

针对这些问题，
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开通了心理援助热
线：（0371-89812345、
0371-967886），由专
业心理医生 24 小时
值守，让有需求的市
民及时获得有效的
帮助；联合心理咨询
专家开通在线直播，
实时在线为市民解
疑释惑，提醒市民遇
到问题要合理应对，

同时为更多市民科普心理健康知识；积
极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组织心理方面的
专业人员，录制科普宣传视频，通过媒
体高频次发布心理科普知识，让更多的
人正确认识心理方面的问题。

针对特殊群体，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重点开展心理疏导，通过发放宣传册、
视频连线、线上科普讲座等形式，疏解
多所高校在校师生的心理压力；针对严
重的精神疾病患者，组织精神科专家成
立咨询会诊团队，通过电话、微信等方
式，进行问诊与治疗指导，或安排住院
治疗等。

李肖红提醒，市民朋友们在关注疫
情的同时，更要关注个人和家人的心理
健康，不信谣、不传谣、不焦虑、不恐慌，
保持合理饮食，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
息；也可以通过微信、视频、电话等途
径，与家人、朋友多沟通，多互动；同时，
可以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提高心理健
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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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赞比亚利维·姆瓦纳瓦萨
医院介入手术室内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该院外科医疗团队与中国援赞
比亚第23批医疗队员陈忠以当地特
有的碰拳方式，庆祝赞比亚首例巨
大肝癌微创介入手术顺利完成。

一个月前的一天，一名赞比亚
妇女慕名找到陈忠。她的丈夫是一
名晚期肝癌患者，由于肿瘤较大且
侵犯了重要血管，已经失去了手术
机会。她听说中国医疗队有一位介
入专家，能用微创介入技术治疗晚
期肝癌，便千方百计找到了陈忠。

陈忠仔细询问了患者的病史，
认真查阅了患者的检查结果，确定
他是巨块型晚期肝癌患者。陈忠还
了解到，患者是一名年仅 45 岁的临
床大夫，家里还有两个不到 10 岁的
孩子，妻子没有工作，便鼓励患者
说：“不要担心，我会尽全力去帮助
你。”

回到医疗队驻地，陈忠便向医
疗队队长闫宏宪汇报了情况，并召
集外科、心内科、影像科等多名医疗
队专家进行会诊。大家一致认为，
该患者失去了外科手术切除病灶的

机会，只能进行介入栓塞治疗。随
后，大家制定了详细的治疗方案。

虽然在国内成功开展了上百例
肝癌介入手术，但为了保障手术顺
利开展，术前，陈忠一遍又一遍地在
脑海中推演着手术中的每一个环
节；术中，医疗队专家刘海潮、王超、
刘向阳、王宝典、刘林等人保驾护
航。

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技师
却突然告诉陈忠：高压注射器不能
用了。没有高压注射器，他们在手
术中承受的X线照射量要比平时大

两三倍。想到患者期待的眼神，陈
忠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定徒手推
注血管造影剂，精准定位病灶，然后
将化疗药物准确注射进病灶。

接下来要做关键的血管栓塞治
疗。当护士把栓塞剂送到手术台上
的那一刻，大家却发现：当地的栓塞

剂为明胶海绵，而不是国内通用的
明胶颗粒！

难道这台手术只能半途而废
了？经验丰富的陈忠拿起医用小剪
刀，经过 1 小时反复修剪和研磨，终
于将片状的明胶海绵修剪成了细小
的明胶颗粒，并通过导管送到了相
应的动脉，将其牢牢栓塞堵死。

随即，复查造影发现，患者肿瘤
供血动脉完全栓死，无一漏网。手
术成功了，在场的人一片欢呼！该
院外科医疗团队全程观摩，对手术
过程及效果高度评价，并祝贺陈忠
完成赞比亚首例巨大肝癌微创介入
手术。

手术室里的掌声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赵亚兵 刘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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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常 娟）11 月 30
日，记者从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省卫生健康委成立行动领导小
组，印发了《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关
爱你我（她）·温暖千万家”行动若
干措施》，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
府行动要求，统筹实施多项惠民举
措。

全力保障正常就医需求。省卫
生健康委一方面畅通群众就医渠
道，针对疫情期间部分群众反映的
就医难问题，出台了《全力保障疫情
期间群众紧急就医需求六项规定》
和《关于持续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群
众医疗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并督
促郑州市出台《优化医疗服务十条
举措》等，进一步规范常见病和慢性
病咨询和诊疗、高风险区群众和隔
离医学观察人员的就医流程、低风
险区群众正常就医服务，全力确保
群众就医需求。另一方面，省卫生
健康委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挥
基层守门人作用，要统筹做好疫情
防控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严
格落实预检分诊工作制度，切实强
化首诊负责制，规范发热患者接诊
处置流程，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患

者；要通过线上问诊、长期处方、药
品配送、远程医疗等方式，加强慢性
病患者、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健
康管理服务；要充分发挥家庭医生
健康“守门人”作用，对于孕产妇、儿
童、肿瘤患者、透析患者等有应急救
治和特殊医疗服务需求的群体，协
助做好快速转诊服务，及时满足群
众就医需求。

牢牢守住母婴安全底线。省卫
生健康委提出，各地要统筹医疗资
源调配，加强对新冠肺炎定点救治
医院和专门医疗机构产科、新生儿
科救治能力建设，配足配齐相关专
业人员、设施、设备；要及时掌握辖
区内助产机构床位和医务人员情
况，并根据待产孕产妇数量、危急重
症情况，统筹调度医疗资源，确保疫
情期间孕产妇紧急医疗救治“有床
可住、有病能医”；要根据孕产妇救
治需要，采取远程指导、现场会诊、
专家派驻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辖区
内助产机构的技术和专家支持，切
实保障母婴安全。

分类保障医疗转运救治。省卫
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摸清涉疫孕
产妇底数，“120”优先保障危急重症

孕产妇的急救转运效率和接收能
力，按照“就急、就近、就专业”原
则，将危急重症孕产妇转至具备相
应救治能力的助产机构。定点救治
医院要对感染孕产妇加强入院妊娠
风险评估和动态管理，对危重和临
产孕产妇要提前做好预案和各项准
备工作，对需要急诊急救的孕产妇
均不得拒诊。此外，各地还要通过
多种形式，详细介绍疫情期间保障
孕产妇医疗服务的具体措施、流程
安排，公布专门医疗机构及助产机
构名单等重要信息，拓宽就医诉求
与回应渠道。

强化困难人群帮扶帮助。省卫
生健康委建立完善困难职工（党员）
台账，组织动员委机关和直属单位
开展志愿服务，对在档困难职工（党
员）家庭深入走访慰问；根据单位实
际情况，将农产品纳入慰问品和福
利采购范围，帮助受灾群众和脱贫
群众持续增收等，强化困难人群的
帮扶帮助。

关心关爱医务人员。省卫生健
康委提出，要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
员，切实落实相关补助待遇，改善工
作条件，合理安排一线医务人员轮

休，做好轮休医务人员隔离保障，对
长时间高负荷工作人员安排强制休
息；要加强生活服务和后勤保障，为
一线医务人员提供基础性疾病药
物、卫生用品以及干净、营养、便捷
的饮食；要预判医用防护物资需求，
加强对疫情防控物资的统筹调配，
重点向疫情防控一线投放，强化感
染防控管理，最大程度减少院内感
染；要加强对一线医务人员的心理
干预和疏导，开展心理健康评估，强
化心理援助措施，减轻医务人员心
理压力。

提升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水
平。省卫生健康委提出，一方面要
持续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支持新乡市、驻马店市、郑州市、濮
阳市、南阳市、周口市开展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创新服务模式，提升心理行为问题
服务能力。另一方面，要完善人才
队伍建设，加快推进精神专科医院
或综合医院精神（心理）科建设，督
促精神卫生机构“空白县”加快建设
进度；继续开展精神科转岗医师培
训，进一步扩大全省培训范围，鼓励
更多基层人员参训；依托河南省精

神卫生中心，分批开展全省严重精
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强化培
训，重点覆盖省、市、县、乡 4 级精防
（精神病防治管理）工作人员，努力
提升精防人员规范管理水平。

加强心理健康知识宣传和培
训。省卫生健康委组织省内精神卫
生专业、心理学专业人员，通过媒体
以多种形式向大众普及焦虑症、抑
郁症等相关知识，并结合“世界孤独
症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及心理健
康相关主题活动等，传播心理健康
知识，关注因疫情导致的群众身心
健康问题，加强心理疏导和援助。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各单
位要把“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
家”行动作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巩固“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
成果的具体举措，确保各项措施落
到实处；要立足自身实际，积极主动
开展关爱帮扶救助工作；要从群众
最关心的生活点滴入手，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要充分发挥主流媒
体作用，注重宣传实效，用好“两微
一端”等新媒体平台，营造全社会共
同参与、各方面协调联动的浓厚氛
围。

“关爱你我他（她）·温暖千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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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常 娟）11 月
30 日，记者获悉，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日前召开线上会议，通报全
省40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以
下简称住培）基地年度综合评价
结果，全省有4家基地进入第一
梯队，分别是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新乡医
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和河南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6家医院进
入第二梯队，包括河南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
院、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等。

为巩固完善住培制度，扎实
推进住培基地质量建设，省卫生
健康委对全省住培基地及其专
业基地开展年度综合评价，评价
内容包括政策保障、体系建设、
质量内涵、社会责任等住培制度
的落实情况，近3年住培结业考
核首次通过率、执业医师资格考
试通过率、年度业务水平测试成
绩以及《住培制度落实重点问题
清单》的整改落实情况等。依据
这些考核内容，省卫生健康委对
基地划分不同梯队层次。其中，
第一梯队4家，第二梯队、第三梯
队各16家，第四梯队4家。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基地
的综合评价结果将作为住培基
地的动态调整和专业基地减招、
停招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将作为
国家和省级基地评估、住培示范
基地、重点专业基地、骨干师资
住培基地、标准化住培实践技能
考核基地等项目遴选建设的重
要依据和各地卫生健康委评先
评优的重要指标。各地市卫生
健康委和各住培基地要高度重
视基地综合评价工作，推进住培
工作高质量发展。各住培基地
要以出科考核、年度考核、日常
教学评估为抓手，认真抓好日常
培训过程管理，进而提升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年度业务水
平测试成绩和结业考核通过率；
要加强师资培训，严格把控师资
准入标准，完善师资遴选、考核、
激励及退出机制，不断提升带教
水平。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住培
基地要加强院内督导，进一步完
善院内督导机制，既保证全覆盖
又做到重点突出，提升培训质
量，真正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的目的，注重督导结果运用，
将督导结果与个人及科室绩效
挂钩，奖优惩劣。各地市卫生健康委要加强属
地管理，落实管理责任，主动作为，充分发挥科
教科作用，做好辖区内住培基地监督管理工
作，定期组织专家对各住培基地进行评估，帮
扶住培基地补齐工作短板、提升住培质量。

↑11月29日，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李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对居民进行健康指导。据了解，近段时间，气温变化比较
大，为了更好地保障居民健康，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家庭医生加大了随访力度，对重点人群上门进行用药和健康指导，并提醒群众积极
参加居民医保。 侯林峰 李亚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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