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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
院区检验科微生物室组长、副主任技师李冠
霖带领见习医师进行细菌鉴定教学，并通过
鉴定教学，介绍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特性、
传染性及传播途径等特点，提高见习医师生
物安全防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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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启动“体重管理年”暨全民
健康生活方式主题宣传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杨 须 通讯员张琳琳 王建坡）
9月14日，河南省“体重管理年”暨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安阳市举行。启动仪
式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安阳市卫生健康委承办，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路修德参加并讲话。

启动仪式上，河南发布了全省超重肥胖流行
情况信息。相关数据显示，河南省各年龄段居民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超重和肥胖问题，尤其是成人，
超重肥胖率达58.5%。

路修德说，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河

南省持续深入开展健康河南行动和爱国卫生运
动，重大慢性病预防和早期干预成效显著，全省人
均预期寿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持续提升。随着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超重和肥胖已成为威胁群
众健康的慢性病危险因素。启动“体重管理年”活
动，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实施健康优
先发展战略”部署，以“小切口”推进健康河南建设
的重要改革创新举措。

此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已印发《河南省“体
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2024~2026年）》，明确提
出通过3年努力，在2023年基础上，实现居民体重
管理知识知晓率较基线水平上升10%，经常锻炼比
例较基线水平上升5%，每万人营养指导员达到0.6
人以上，二级及以上综合医疗机构提供体重管理
及肥胖症诊疗服务、县（市、区）年度体重管理等主
题科普宣传两个全覆盖的任务目标。

按照方案，河南省还将广泛开展体重管理宣
教活动，通过打造“豫健”系列健康科普工程，创新
体重管理科普形式，提高全社会的营养健康意识
和自我管理能力；实施支持性环境建设行动，通过
膳食干预进社区、开展食品数字标签推广应用试
点等措施，引导全社会树立健康消费新理念；推进
重点人群体重达标行动，开展儿童青少年代谢综
合征早期筛查与干预项目，建立健全学生体质监
测数据应用反馈机制，推动体重管理等健康教育
内容进课程；做好体重监测与效果评估工作，通过
高质量的膳食营养、运动生活和慢性病的监测调
查，实现居民体重情况的动态评价和相关健康政
策的科学制定。

此次河南省“体重管理年”暨全民健康生活方
式主题宣传活动，将通过落实体重管理，深化“三
减三健”内涵，全面提升居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
能，普及健康生活方式，营造“全民参与、人人受
益”的体重管理良好局面。河南力争在3年左右时
间内，实现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广泛建立、全民体
重管理意识和技能不断提升、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更加普及、部分人群体重异常状况得到改善，为重
大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健康河南建设提供有力
保障。

宣传月期间，河南省还将以“体重管理年”为
切入点，围绕生命全周期和生活全场景，宣传发布
居民体重管理核心知识、体重管理指导原则、体重
管理和肥胖防治相关标准等，广泛普及“合理膳
食、科学运动、吃动平衡”“三减三健”等健康理念，
提高全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生活方式行为能力。

安宁疗护按床日付费安宁疗护按床日付费
将在周口市全面探索实施将在周口市全面探索实施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记者从
周口市医疗保障局获悉，自今年
10 月 1 日起，该市探索将符合收治
准入标准和恶性肿瘤终末期维持
治疗等 5 种诊断情形，且自愿接受
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纳入安宁疗
护床日付费管理，城乡居民与城
镇职工统筹日均定额标准为 150
元~240 元不等，试行期 1 年。

安宁疗护服务的医保支付问
题，一直以来是制约医疗机构和
医务人员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关
键堵点。周口市作为国家安宁疗
护试点市之一，为进一步推进该
市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健全
总额控制下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
体系，满足参保人员多样化、多层
次的医疗需求，提高终末期患者
的生存质量，减轻参保人员负担，
结合当地实际，面向周口市卫生
健康部门确定的安宁疗护定（试）
点医疗机构，推出安宁疗护纳入

按床日付费相关措施。
符合安宁疗护收治准入标准

和安宁疗护终末期疾病诊断目录
（恶性肿瘤终末期维持治疗、肾终
末期疾病、糖尿病性终末期肾脏
病、1 型糖尿病性终末期肾脏病、2
型糖尿病性终末期肾脏病）并自
愿接受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由
定（试）点医疗机构安排医疗、护
理、心理方面的专业人员与患者
或监护人进行沟通，充分告知安
宁疗护服务的内容、方式，并与患
者或监护人签订安宁疗护知情同
意书。根据疾病治疗规律，并结
合历史数据，安宁疗护确定统一
日均定额标准，并按一级医疗机
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机构
来划分，城乡居民分别为 150 元、
160 元 、180 元 ，城 镇 职 工 分 别 为
210 元、230 元、240 元。

为了让符合条件的患者最大
限度享受到相应的医保待遇，周

口市医疗保障局规定，严格控制
定（试）点医疗机构纳入按床日付
费的个人负担费用占比，一级医
疗机构、二级医疗机构、三级医疗
机构分别控制在 20%、25%、35%以
内，超出部分由就医医疗机构承
担。安宁疗护的患者原则上按床
日结算时间不超过 90 天（终身），
超过 90 天的，需要医疗机构再次
评估并向辖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
备案，符合条件的继续享受服务，
待 遇 二 次 享 受 期 为 90 天（含 90
天），二次享受期支付标准按床日
结算标准的 80%执行。

为了规范定（试）点医疗机构
医疗服务行为与收费行为，周口市
医疗保障局要求，定（试）点医疗机
构应当严格遵守医保服务协议和
以下规定：主要诊断为安宁疗护病
种的长期住院病例，预期存活期小
于 6 个月，进入按床日费用结算模
式；建立严格的出入院及诊治标

准，规范临床诊疗路径，保证医疗
安全和医疗质量，确保上传医疗数
据及时、准确、完整，并主动接受监
管等。同时，定（试）点医疗机构应
据实将患者安宁疗护服务数据录
入 HIS 系统（医院信息系统），作为
医保部门测算按床日付费标准的
依据。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应完善
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议，明确按床
日付费经办管理、系统维护、数据
上传、费用审核、申报结算、费用拨
付及争议处理等内容，建立考核评
价机制，将定点医疗机构执行相关
规定、服务人次、个人负担比、人头
人次比、住院天数、参保人员满意
度等纳入考核范围，考核结果与质
量保证金返还挂钩。定（试）点医
疗机构应当为参保患者提供安全、
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提供合理、
规范的诊疗服务。在诊疗护理过
程中严格按医疗护理操作规程执
行，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

控制医疗费用，保障参保患者医疗
需求，不额外增加参保人员的医疗
负担。

安宁疗护按床日付费是医保
经办机构与定点医疗机构住院费
用的结算方式，其日均定额标准
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参保人员
住院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不受本结
算方式影响，仍按当地基本医疗
保险政策规定执行。

2017 年以来，郑州市、洛阳市、
鹤壁市、新乡市、濮阳市、商丘市、
周口市等 7 个地市先后被国家卫
生健康委确定为国家安宁疗护试
点市。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在河南
率先出台安宁疗护类定点医疗机
构住院按床日付费办法，按床日付
费结算范围为综合医院中设置的
安宁疗护类科室，2022 年 7 月 1 日
起执行。周口市是河南第二个尝
试探索安宁疗护按床日付费的地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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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朱晓
娟 通讯员梁雅琼）近
日，由全国 30 多名专家
参与编写的“海姆泊芬
光动力疗法治疗鲜红斑
痣专家共识（2024）”（以
下简称共识）发布。河
南省人民医院血管瘤科
主任医师董长宪、雷红
召，就海姆泊芬光动力
疗法治疗鲜红斑痣的临
床问题、鉴别诊断、治疗
参数制订等，为共识贡
献河南经验。

鲜红斑痣（俗称红胎
记）是一种以皮肤真皮毛
细血管和毛细血管后微
静脉结构异常为特征的
先天性低流量血管畸形，
好发于面颈部，明显的外
貌特征严重影响患者的
身心健康。光动力疗法
是鲜红斑痣的一种新兴
疗法。其中，海姆泊芬作
为一种新型光敏剂，在鲜
红斑痣光动力治疗中展
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并自 2017 年起被
广泛应用于光动力治疗
鲜红斑痣。目前，该治疗
方法围绕鲜红斑痣的疗
效评估方式、疗效影响因
素、疼痛管理及术后护理
等方面，已有一部分研究
结果可为临床决策提供
参考。

专家组参考国内外
最新研究进展，结合丰
富的临床经验，制订本
共识，并发表在国内权
威 的《中 华 皮 肤 科 杂
志》，以进一步规范海姆
泊芬光动力疗法治疗鲜
红斑痣。

河南全力提升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能力

本报讯 （记者张 琦 许冬冬）学习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背景、工作职
责及相关卫生法律法规，开展医疗机构
落实传染病防控职业实践与探索，了解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信息系统，在实训
基地现场教学，推进医疗机构外部监督
与 内 部 监 督 协 同 联 动 ……9 月 11 日 至
13 日，河南开展 2024 年医疗机构疾控监
督员培训工作，通过理论教学和实地带
教，全力提升河南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
能力。

据了解，2024 年，结合全省工作实
际，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出台了《河南省医疗机构疾控监
督员工作职责清单》，明确疾控监督员的
工作职责，编印了《河南省医疗机构疾控
监督员工作手册》，下发了《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医疗机构疾
病预防控制监督员实训基地建设标准
（试行）的通知》，培育省级实训基地，旨

在提升疾控监督员业务水平和履职能
力，压实医疗机构落实医防协同、医防融
合主体责任。目前，各省辖市及各试点
县区均已制订试点方案、成立试点工作
领导小组和疾控监督员管理办公室，参
与试点医疗机构达 917 家，各地共遴选专
职疾控监督员 434 名、兼职疾控监督员
1804名，已陆续对接医疗机构开展工作。

目前，河南在河南省人民医院、郑州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洛阳市中心医院设
立省级疾控监督员实训基地，开展现场
教学和实景化培训，探索适应疾控监督
员履职尽责的培训教程，打造疾控与医
疗有机结合的培训新模式。

培训邀请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省人民医院等专家进行授课，通过
理论教学和实地带教相结合的方式，让
全省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学习了医疗机
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背景及工作职责、常
见传染病识别与报告管理、医疗机构监

督员信息系统等知识，并进行了实训室
现场教学。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周静说，疾控监督员应不断加强学
习，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勤思深悟，教学
相长、学以致用。疾控监督员要明确自
身职责定位，明晰履职边界，确保监管不
缺位、履职不越位。根据疾控监督员工
作清单中的沟通协调、检查指导、协助配
合三大职责和 38 项工作内容，要深入聚
焦传染病监测预警、疫情报告、风险研判
等重点职责，发挥好排查员、指导员、宣
传员作用；要聚焦管理指导，提高工作实
效，依据工作手册，结合实际，不断探索
完善监督检查、问题反馈、及时整改及整
改后评估等具体工作方式，推动试点工
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要聚焦实践探
索，创新监督机制，认真研究，积极探索，
大胆尝试，不断总结，努力凝练河南做
法、河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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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我是麻醉医生，
不要怕，我们都在陪着您！”

“别紧张，我们现在要扎
个针。”

“手术做完了，您配合得
非常好！”

…………
纸短情长，大爱无声。

伴随着一张张手写卡片的提
示和一次次简单手语的比
划，七旬先天性聋哑症患者
王老太太，在手术台上通过
点 头 、摇 头 顺 畅 地 和 医 生
进行沟通……这是近日发生
在温县人民医院手术室的暖
心一幕。

王老太太因“腰疼伴右
下肢疼痛 6 月余、不能长时
间站立和行走”，在家属的
陪同下来到温县人民医院就
诊，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
症，随后决定到骨科一病区
接受手术治疗。

手术前一天，麻醉科副
主任医师刘海花对王老太太及其家属进行了
术前访视，了解到王老太太日常生活中只能
靠手语、口型与家人进行无声的沟通。

面对聋哑患者，如何交流、如何交代术前
注意事项、麻醉复苏阶段如何判断其苏醒程
度等问题摆在了麻醉科团队面前。为避免王
老太太进入手术室后出现紧张焦虑、无法配
合的情况，麻醉科医务人员集思广益，主管护
师王敬怡提议制作文字卡片，同时大家连夜
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手语，紧锣密鼓地为这场
无声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术前，巡回护士万琪与患者家属再次沟
通，通过家属手语辅助，用手写卡片持续安抚
老人，最大程度给予老人舒适化医疗。经过
麻醉科医务人员术前的反复演练和手术时的
精心配合，手术顺利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