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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牟县官渡路小学，该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在为学生进行屈光情
况检查和眼健康指导。连日来，该中心组织工
作人员入校开展近视防控主题宣教活动，以掌
握孩子们的屈光和视力状况，传递正确的爱眼
护眼知识和措施，提升孩子们的近视防控意
识。

李志刚 金 丽/摄

河南持续健全慢性病防控体系
本报讯 （记 者 丁 玲 通 讯

员张琳琳）继续推进“体重管理
年”活动，建强慢性病防治网络，
加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
营养监测……2025 年，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将多管齐下，全方位加
大慢性病防控力度，持续完善慢
性病防控体系，力求为全省居民
编织起一张更为严密的健康防护
网。

2025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活动，
从多个维度助力民众管理体重。
在科普宣教方面，创新科普形式，
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让体重
管理知识、技能走进千家万户。
营造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开展

“豫你同行”万步有约健走大赛，
推广“一尺一秤一日历”进社区、
宾馆，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建设体
重管理门诊和健康管理中心，打
造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步道等，探
索健康社群管理模式，形成全方
位、多场景、多维度的健康促进环
境，让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能轻
松参与运动健身，实现非医疗健
康干预。聚焦儿童、孕妇、老年人
等特殊群体，加强体重监测、营养
评估、合理膳食指导以及运动指
导，帮助他们获得科学的体重管
理服务。

在 完 善 慢 性 病 防 治 网 络 方
面，注重中西医结合，依托河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供慢

性病防治服务。同时，做实慢性
病市县级防治中心，推动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糖尿病县
级防治中心全覆盖，充分发挥国
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的重
要作用，为慢性病防治提供坚实
的组织体系保障。依托慢性病防
治网络，实施基层慢性病防治服
务能力提升行动，普及更多慢性
病防治适宜技术，培养更多基层
防治结合型医学人才，使慢性病
患者在基层就能得到更专业的诊
疗服务。

加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
测、营养监测也是慢性病防治工作
的关键一环。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将高质量开展相关监测工作，持续
健全河南省涵盖“危险因素+发病
报告+死亡”的全流程、全人群慢
性病综合监测体系，全面提升监测
体系效能。在营养监测方面，实现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
作县全覆盖，全面提升营养监测水
平，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健康政策提
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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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丁 玲
通讯员张琳琳）2025年，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聚焦民生
关切，全面加强“基地+中
心+队伍”紧急医学救援力
量建设，力求在关键时刻
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为全省人民的生命健康构
筑一道坚固防线。

在 功 能 布 局 方 面 ，
2025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指导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加快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建设、河南省人民
医院筹建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队伍，积极推进省级紧
急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工
作。此外，为了满足儿童
群体在紧急情况下的特殊
医疗需求，河南省还将筹
建设置河南省儿童应急救
援中心。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将
指导洛阳市、濮阳市、许昌
市、鹤壁市、焦作市和济源
示范区完成省级紧急医学
救援队创建工作，实现省
级紧急医学救援队伍省辖
市全覆盖。在郑州市、洛阳市、安阳市、南阳市、商丘
市、信阳市等6个省辖市各选取一个县（市）开展基
层医疗应急小分队试点建设。

河南逐步深化法治医院建设
本 报 讯 （记 者 丁 玲）

2025 年 ，河 南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将 制 订 关 键 实 施 意 见 ，全 方
位 强 化 依 法 执 业 、落 实 党 政
负 责 人 述 法 测 评 ，全 力 打 造
法 治 医 院 建 设 品 牌 ，推 动 全
省医疗机构全面驶入法治发
展 快 车 道 ，为 群 众 健 康 权 益
保驾护航。

2024 年，河南省首次把医

疗机构法治建设纳入全面依
法 治 省 考 核 序 列 ，参 与 2023
年度全面依法治省考核的 23
家 省 属 医 院 成 绩 斐 然 ，其 中
11 家取得优秀等次，12 家取
得良好等次。河南中医药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河 南 省 人
民 医 院 、郑 州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河 南 省 儿 童 医 院 法 治
建设机构规范、制度健全。

2025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将继续发力，制订进一步加
强医疗机构法治建设的实施
意见，致力于形成依法决策、
依法管理、依法执业、依法监
督的工作模式，将法治融入医
疗机构运行全过程。一方面，
加强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
自纠，促使“遵纪守法”成为所
有执业行为不可逾越的底线；

严格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
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
职责规定》，开展省直医院党
政主要负责人述法测评，督促
医疗机构党政主要负责人切
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完善
法治建设工作机制、法治部门
和队伍建设，做好依法决策、
依法管理、依法执业、依法化
解医疗纠纷等各项工作。另

一方面，持续开展法治医院宣
传推介工作。通过宣传各医
院在法治建设中的亮点经验，
培育打造样板，形成“以省直
医 院 带 动 全 省 、以 三 级 医 院
辐射基层”的良好局面，培育
具有河南特色的法治医院建
设 品 牌 ，推 动 全 省 医 疗 机 构
在法治轨道上实现高质量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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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个月以来，巩义市总医院回郭
镇卫生院开展了一项新服务项目——血
液透析。每天天不亮，医务人员就来到
血液透析室忙碌起来：打开空调，开启血
液透析设备，仔细检查每一个管路、每一
个参数，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患者
治疗的细节。

7时30分，血液透析室暖和起来，第
一批患者也准时赶来。医生们认真询问
患者的身体状况，为他们制订个性化的
治疗方案；护士们熟练地为患者穿刺、连
接透析管路，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我接受透析治疗已经 10 年了，之
前是在市区医院做，每周要做3次，每次
凌晨就要出门，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都
得去，坐车来回很不方便，尤其是到春节
的时候，没有车坐，特别难。现在，卫生
院有了血液透析治疗，我再也不用去市
里做透析治疗了，真的很方便！”顺利做
完透析治疗后，李女士止不住地夸赞回
郭镇卫生院的新服务。

“咱们应该早点儿开设这项服务。”
患者孙先生打开了话匣子。孙先生今年
68 岁，患尿毒症已有 3 年。他坚持透析
治疗，每周 3 次，每次 4 小时。医保可以
报销血液透析费用，这让孙先生省了不
少钱，但他苦恼的是：回郭镇辖区内没有
能做血液透析的医院，每次做血液透析
他都要乘车到巩义市人民医院，仅路上
来回就需要 2 小时，做一次透析治疗基
本上一天什么事也干不成。

“以后我做透析治疗再也不用跑那
么远了，半天的时间足够，还能直接享受
医保报销，中午也能回家吃个舒心饭。
这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啊！”孙先生
由衷感叹。2024年11月，得知回郭镇卫
生院计划开展血液透析服务时，孙先生
就密切关注着血液透析中心的建设进
展。2025 年 1 月 20 日，回郭镇卫生院血
液透析中心正式运转，孙先生就成了第
一批患者。

“我已经把这个消息告诉附近相熟
的病友了，他们和我一样，都来这里做透
析治疗了。”孙先生说。

记者了解到，回郭镇卫生院距离巩
义市城区约25公里，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辐射周边 3 个乡镇，服务 23 万余人。在
成功创建二级医院后，2024年，该院又成
功创建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为实现差异化发展，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医院提档升级服务，根据市里统一
安排，2024 年，由巩义市总医院牵头，帮
扶我们建设血液透析中心。”回郭镇卫生
院党支部书记、院长王庆涛说。

回郭镇卫生院血液透析中心设置在
门诊 4 楼，总面积约 400 平方米，设有候
诊室、接诊室、治疗室及治疗大厅等，开

设透析单元5个，配备血滤机、血液透析机5台。
“血液透析又叫肾透析，是急性或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

脏替代治疗的方法之一。这种治疗专业性强、风险高，为保障
患者安全，巩义市总医院派驻资深专家担任学科带头人，为我
们开展血液透析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从护理到医疗甚至到
医疗设备，我们和总医院都是同质化管理。”王庆涛说。开设
血液透析中心是回郭镇卫生院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不仅意味着该院在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拓展医疗服务领域上
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切实打通了辖区及周边肾病患者治疗的

“最后一公里”，还减少了患者在路上奔波的时间，减轻了患者
的就医负担。

目前，在回郭镇卫生院进行血液透析的患者已有 20 人。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及患者的增多，我们计划增设夜间诊疗，
以更好地服务患者。”回郭镇卫生院副院长贾晓燕说。

据河南省研究型医院学会血液净化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主任王沛介绍，血液
透析属于河南省限制类医疗技术，执业评审严格，主要集中在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开展。为推进县域医疗中心建设，今年，
河南要求每个县（市）都要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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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25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突发事件
总体应急预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
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实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
预案的决定》（国发〔2005〕11 号）同时
废止。

记者手记

血液透析作为急性或
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肾脏
替代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其专业性强、操作风险高
等特点，长期以来主要依托
县 级 及 以 上 医 疗 机 构 开
展。记者向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相关人士咨询，了解到

开设血液透析服务的乡镇
卫生院在全省尚不多见。
期待该院充分利用好政策
支持，强化人才培育、拓宽
宣传路径，真正让血液透析
服务从“建得起”走向“用得
好”，惠及更多血液透析患
者。

叙事医学：医学与人文的桥梁
□李伟强

让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关注
疾病的同时，更重视患者的故事
和情感体验——叙事医学，无疑
搭建起了医生与患者内心世界
沟通的桥梁，为医学注入了人文
关怀。

叙事医学这一理念由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的丽塔·卡伦于
2001年提出，旨在纠正生物医学
模式下“病”与“人”分离的问题，
重新聚焦患者的情感、体验与尊
严。

2011年，我国正式开启叙事
医学的探索，南方医科大学和北
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分别开

设课程、举办座谈会，标志着我
国“叙事医学元年”的到来。

叙事医学类型丰富，应用广
泛。叙事医学教育注重培养医
学生的同理心与沟通能力；叙事
医学研究助力理解疾病与医疗
保健；叙事精神病学用于精神病
诊疗；叙事疼痛管理改善疼痛管
理质量；叙事护理通过倾听患者
故事，提升护理质量……

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等印发《医学人文关怀提升
行动方案（2024~2027年）》，进一
步强调叙事医学在增进医患沟
通、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中的重要

作用，提出大力开展医学人文教
育，加强医学人文关怀。叙事医
学就是从重视人与人的关联、共
情与情感关注开始的。医生通
过了解患者的背景，理解疾病对
其生活的影响，给予情感支持，
缓解患者的负面情绪，帮助患者
重新认识疾病，让患者融入治疗
团队，增强治疗主动性与信心。
这样做既提升了医疗质量，又能
缓解医生的职业压力，实现了医
患双赢。

叙事医学强调通过倾听患
者的故事，理解他们的情感和需
求，从而促进医患之间有效沟

通，减少医患信息差与误解。患
者通过讲述病情，可以帮助医生
调整诊疗方式，节省时间、费用，
患者配合度提高，医疗过程更顺
畅。这种沟通方式不仅让医生
成为患者情感的倾听者与支持
者，还能鼓励患者积极参与治
疗，提升治疗效果。

从人文关怀角度，尊
重患者个体差异与独特
体验意义重大。患者的
病情、背景、心理状态各
异，医务人员需怀同理
心，维护其尊严，避免将
患者仅当成疾病载体。

应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
医疗服务各环节都要顾及患者
需求感受，保障患者在治疗中被
尊重、被关怀。叙事医学在改善
医患关系、提升服务品质、构建
人性化医疗体系方面作用显著，
有力推动了医学在科学与人文
双轨道的稳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