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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卫生健康委开展民营医院安全
风险防范与依法执业专题培训

本报讯（记者丁 玲）1月25日，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对全省二级以上民营医院，就安全风险防范
与依法执业进行了专题培训，深入分析当前卫生
健康系统安全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责人分别从医
疗质量管理与感染控制、医疗纠纷预防处置、安全
生产、消防安全管理、医疗机构准入与校验管理、
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监督检查等进行了详细解
读，旨在强化民营医院安全风险防范等工作，指导
医院加强日常管理，消除相关执业风险隐患，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卫生健康（中
医）行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属
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细化民营医院安全风险防
范工作方案，明确任务分工，压实部门和人员责
任。在规范审批社会办医设置主体，严格核定医
疗机构经营性质时，要做到依法行政，在机构准
入、变更、校验等方面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河
南省规范细则。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强调，各级民营医院要加
强分析研判，紧盯医疗机构准入与校验、医疗质量
管理、依法执业、消防安全、危化品和医疗器械管
理、医废处理、用气用电、食品及饮用水等关键领
域，组织各部门和科室全面开展自查，查找工作中
存在的主要不足和风险隐患，并建立工作台账，按
照“应改尽改、立行立改”的原则，对相关风险隐患
进行销号管理。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院内管理
职责，实现科室和部门行动全覆盖，对发现的问题
进行深入研究和追查，剖析问题成因，分层分类提
出解决方法。

同时，各地各单位要全面分析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系统剖析问题成因，以问题为导向，坚持标
本兼治，从制度机制等层面弥补漏洞，切实做好医
疗机构准入、执业和监督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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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今日导读

→1 月 26 日，在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后厨，第五督导检查
组对医院消防安全等问题进行现场督导。当天，第五督导组
分别走进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对病房、库房等场所的安全生产情
况进行现场督导。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稳定工
作的决策部署，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抽
调委机关和安全工作专家库成员成立 17 个督导检查工作组，
采取“领导+专家+专班”“四不两直”和明察暗访相结合的方
式，深挖彻查各地各单位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建立台账，责令
限期整改。 高玉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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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河南号健康河南号””列车换新装列车换新装
本报讯 （记者许冬冬）1 月 25

日，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全新打造
的“健康河南号”列车，以全新的面
貌 行 驶 在 郑 州 地 铁 1 号 线 轨 道
上。健康知识“搭乘”现代化交通
工具“走近”乘客，营造学习健康知
识、掌握健康技能的氛围，教育引
导群众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共筑健康河南、共创健康生活、共
享健康人生。

“健康河南号”列车共 6 节车
厢，分别围绕骨骼健康、痛风防治、
糖尿病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癌症防治、心理健康等六大主题布
局，把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
酒、心理平衡等健康四大基石作为
主线贯穿宣传全过程，传播科普知
识、传递健康理念，让每位乘客目
力所及之处都充盈着健康元素。

每个主题车厢内健康知识点
的布局既充分考虑乘客每次乘坐
地铁时会坐在不同的位置等乘车
习惯，也兼顾不同群体的阅读喜
好、文化水平和可接受程度，又注
重形式的活泼灵动，将多彩的科普
图片、通俗的宣传标语、有趣的健

康故事布局在每一个点位，让乘客
每坐一次地铁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接受新的教育、具有新的体验，真
正实现了健康知识“随你行”。

“你真的会搬砖吗”“咖啡，痛
风患者你冲不冲”“他只是做错题
又不是做错人”……与传统严肃的
科普宣教相比，“健康河南号”列车
车厢内这些健康宣传标语融入了
更多的网络热词，让严肃的健康知
识变得轻松诙谐、生动有趣，更易
于被坐地铁的“大户”中青年群体
所接受。以“健康：人生中的大考”

为 主 题 设 置 的 70 多 道 图 文 健 康
“考题”更具吸引力，扫码答题送好
礼活动更是精彩不断，让乘客获得
感满满。

在车厢的外观设计上，“健康
河南号”列车突出青春、活力、清新
的元素，色调清新素雅，设计大方
醒目，绿色、蓝色的车厢颜色很是

“养眼”，能让工作疲惫、旅途劳累
的乘客暂时平静放松下来，在轻松
愉悦中收获健康知识，在开心快乐
中结束旅程。

“健康知识普及行动”是健康

河南实施方案（2023~2025 年）确定
的 16 项重点行动之一。“健康河南
号”列车是创新健康知识普及形式
的有益尝试。据了解，2023 年“健
康河南号”列车累计运行 5000 余
次，搭载乘客 1700 万人次，取得了
良好的传播效果。

“健康河南号”列车自开通以
来，大大丰富了地铁媒体知识传
播内容，为省会市民近距离了解
健康知识提供了便利，进一步提
升了公众健康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让优质护理服务走进千家万户让优质护理服务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记者 丁 玲

只需线上预约，便能足不出
户享受优质、高效、专业的护理服
务。

作为“便民就医优流程”七项
举措之一，河南创新发展“互联网+
护理服务”模式，满足人民群众多
样化、差异化的护理服务需求，让
优质护理走进千家万户。

郑州市中心医院自2021年9月
院内上线“护理到家”服务，到“便
民就医优流程”七项举措出台后，
对标“豫健护理到家”平台实施方
案，让同质化护理服务延伸到了社
区和家庭。

护士上门
把健康送到家中

接受“豫健护理到家”上线后
首单预约服务的是一名混血宝宝
小宝（化名）。

当时，小宝因黄疸较高在郑州
市中心医院接受了蓝光治疗。小
宝即将出院时，小宝爸担心回家后
照顾不好小宝。

了解到小宝爸的困惑后，护士
王文静为他详细介绍了“豫键护理

到家”平台，推荐了新生儿经皮胆
红素测定的到家服务，并顺利帮助
其下单。

随后，王文静按约准时到达患
儿家中，进行信息核对后，对小宝
的喂养情况和身体状况进行了综
合评估，排除感染、溶血、摄入不足
等引起的黄疸，告知宝妈和宝爸，
小宝黄疸无大碍，后期动态观察即
可。之后，王文静对小宝父母进行
了相关健康宣教，纠正了小宝妈妈
不适当的母乳喂养姿势。

“你们很专业，服务也很细心，
真是太好了。”护理服务期间，小宝
父母多次表达了对护理人员的认
可，对护士上门这项便民服务更是
连连称赞。

有相同感受的还有郑州市的
王女士。王女士是一名长期卧床
的慢性病患者。她在“豫健护理到
家”平台预约了上门服务，感受到
护士王静专业、细致和周到的服务
后，就认准了王静。

1 月 10 日，王女士的家人又一
次为其在“豫健护理到家”平台预
约了上门 PICC（经外周放置中心

静脉导管）维护，这是王女士第三
次预约上门护理服务了。

当天，原本约好的 15 时上门
服务。13时许，王静接到患者女儿
的信息，说王女士感觉胸部有痰咯
不出、胸闷、体温高。

接到消息后，正在午休的王静
立即和同事一起赶到了王女士家
里，对其身体状况进行了详细地评
估，在完成PICC维护后，与郑州市
中心医院呼吸康复科专家取得联
系，进行线上问诊，并结合王女士
的病情，迅速为其办理住院手续。

延续护理
让服务更有温度

“老年人、行动不便人员、新生
儿、孕产妇等人群出院回家之后的
照料、护理，往往让家属力不从
心。我院在2021年就上线了“护理
到家”服务，目前可提供留置胃管、
留置导尿管、PICC 护理、压疮护
理、母婴护理、儿科护理、居家康复
等 56 项护理服务。”郑州市中心医
院护理部主任张亚琴说。

71岁的刘女士因右手、左足皮
肤破溃数月未愈合，到郑州市中心
医院门诊就诊。刘女士常年患有
硬皮病，关节僵硬、行动不便，但女
儿长期定居外地，不能及时陪伴。
刘女士每次换药都要老伴用轮椅
推着她去就诊，途中需要换乘两次
公交车，十分不便；遇到恶劣天气，
总要拖延换药时间，不利于伤口愈

合。刘女士为此万分苦恼。
郑州市中心医院创面修复中

心伤口造口专科护士韩芳得知刘
女士的情况后，与之沟通可以通过

“豫健护理到家”提供上门换药服
务。

当天，韩芳如约而至。对患者
伤口进行检查及评估后，韩芳动作
轻柔娴熟地进行创面消毒、换药，
并指导刘女士日常生活中需要注
意的事项。

换完药后，刘女士不再像之前
那样焦虑了。上门护理服务的便
捷，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行动不便患
者换药难的窘况。尤其是行动不
便又需要接受护理服务的老人，对
上门换药、更换导管的需求更迫
切。

通过“豫健护理到家”平台预
约上门服务，不仅能够让患者在熟
悉的环境、舒适的体位下接受护理
服务，还能利用护士的碎片时间，
让患者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专
业的护理服务，为患者解除后顾之
忧。

张亚琴说，作为疫情期间“郑
好办”平台首家上线“互联网+护
理”服务的医院，其院内平台端注
册患者已有5148人，累计完成订单
3108 单。“豫健护理到家”上线后，
郑州市中心医院迅速将前期工作
平移至该平台，2天内完成315名护
理人员注册、上线 36 个项目，并完
成“豫健护理到家”全省首单服

务。围绕母婴护理、卧床患者管路
维护、慢性病患者伤口换药等，该
院护士已在“豫健护理到家”平台
完成25单护理服务。同时，郑州市
32 家医疗机构、3961 名护士入驻

“豫健护理到家”平台，服务了 114
位患者。

建章立制
让护理服务更规范

对于有些患者而言，出院并不
代表治疗的结束，专业护士居家指
导等延续性服务，可以帮助患者更
快地康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更
好地优化流程、规范服务，郑州市
中心医院设立了多种制度，多管齐
下进行保障。

该院出台管理制度及操作规
范57项，按要求遴选有资质的专业
护士，进行集中培训、演练、考核，
形成闭环管理。通过测评各项目
护理服务时数，结合郑州地区居民
消费水平，参照浙江省“互联网+护
理服务”价格，充分调研 20 家医疗
机构，开展 3 次函询、74 份问卷调
查，进行科学定价。

“改善群众的就医体验，没有
终点站。下一步，医院将秉承以患
者为中心的理念，持续拓展延续护
理服务，紧紧围绕患者居家护理需
求，精准对接广大市民居家护理需
求，让专业、优质的护理服务走进
更多患者的家中。”郑州市中心医
院院长连鸿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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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 月 25 日，焦
作市召开全市卫生工作会
议，安排部署了 2024 年全
市卫生工作重点，要求突
出党建引领，聚焦“四大重
点”，抓实“五个专项”，强
化“四个支撑”，奋力谱写
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焦作市要求，要聚焦
“四大重点”，优化高质量
发展体系。聚焦做强公
立，深入推进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加快城市医疗
集团建设，不断强化学科
建设，加快卫生健康项目
建设，提升卫生信息化水
平。聚焦筑牢基础，持续
提升基层卫生服务能力。
支持有条件的中心乡镇卫
生院建成县域医疗卫生次
中心，打造 6 个以上“五结
合”省级实践样板，新建
（改建、扩建）公有产权村
卫生室 74 所，力争全市公
有产权村卫生室覆盖率达
到 90%；强化基层服务，按
规定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
人均94元，建立经费落实、
项目执行常态化督导机
制。聚焦夯实公卫，持续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提升疾病防控水平，推动
建成传染病智慧化多点触
发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平
台，全面落实重大传染病
防治行动；推动全市预防
接种门诊能力提升，1/3以
上预防接种门诊要达到省
级示范预防接种门诊建设
标准；健全慢性病防治网
络，推动省级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实现县域全覆
盖；持续开展全市居民健
康素养监测，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保持在 30%以上。
聚焦提升应急，加快推进
卫生应急体系建设。依托
焦作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建设市级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中心）和市级中医紧急医学救援
基地（中心），强化院前急救体系建设。

要抓实“五个专项”，助力高质量发展增
效。抓实中医药传承创新专项。研究出台《焦
作市中医药振兴发展实施方案》，对基层中医
馆建设提质升级，至少20个达到国家中医馆能
力提升标准；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建设1个~2
个中医药主题文化园（街）。抓实人口高质量
发展专项。落实生育政策，2024 年新增托位
2800个，全市可提供托位总数达到1.58万个；
保障妇女健康；深化老龄服务，2024年年底全
市90%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创建成为老年
友善医院，85%以上设置老年医学科。此外，还
要抓实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项、便民
就医系列服务专项，以及生物医药和原料药产
业链培育专项。

要强化“四个支撑”，筑牢高质量发展根
基。强化人才支撑，夯实发展基石。力争2024
年新增4名医学博士、100名医学硕士、50名正
高级卫生专业技术人员；持续实施“怀川岐黄
人才培养工程”，遴选培养 3 名~5 名本土中医
药领军人才、15名~20名中医药骨干人才。强
化机制支撑，优化发展环境。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流程、精简材料，增加办事便利度。强
化运行支撑，增添发展活力。扎实推进公立医
院经济运行和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强化安全
支撑，稳定发展大局。完善安全稳定风险研判
化解机制，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持续开展
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改。 （王正勋 侯林峰）

开 栏

的 话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我们来到了2024年。新年新气象，新春再出发。即日起，本报推出《新春走基
层》专栏，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记录卫生健康系统持续改善就医感受、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看病就医获得感的举措，记录医疗卫生工作者爱岗敬业、鼓足干劲的前行姿态，记录医疗卫生行业迎难而上、守护
人民群众健康的暖心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