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才“培苗”提能力
医疗培训促提升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为提升全市基层卫生人

才服务能力 ，7 月 28 日至 29 日 ，市
卫健委 2023 年基层卫生人才能力大
提升“培苗”行动（项城站）在项城市
中医院举行。

当日， 来自项城市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室的

400 余名基层医务人员参加了培训。
带教老师教授了《肝癌射频消融》《颈
七神经移位术治疗偏瘫》《试管婴儿
的诊治流程》等我市较少开展的高精
尖医疗技术业务课程，并以《急性心
肌梗死的诊治》《缺血性脑卒中的诊
疗策略》《血液疾病鉴诊思维———从

一张血常规开始》为题，对基层适宜
技术进行了介绍。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杨基伟表

示，本次培训，旨在落实基层常见病
的常态化、规范化培训制度，打造医
术高、医德好、作风强的医疗卫生人
才队伍，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

□记者 郑伟元 文/图

本报讯 7 月 28 日是第 13 个
“世界肝炎日”， 为号召全社会积极
行动起来，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当
日， 由市疾控中心和人民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主题宣传活

动在人民路专科病医院门口举行。
活动现场， 医务人员通过科普

展板、宣传条幅及现场答疑，向大众
普及肝炎防治知识和定点医疗机构

的检测、诊疗方法，使老百姓了解肝
炎的危害，增强了肝炎防治意识。

“通过今天的活动，让我知道了
如何预防肝炎，像喝酒抽烟、久坐不
动、 熬夜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会
影响肝脏健康。 以后我肯定要多注
意， 养成爱肝、 护肝的健康生活习
惯。 ”市民袁先生说。

“通过科普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肝炎， 提高人民群众的肝炎防治意
识。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组织开展各
类宣传服务活动， 不断丰富活动内
容，创新活动形式，提升全民健康理

念。 ”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二科科长
徐锐说。

据了解， 本次活动宣传主题是
“坚持早预防，加强检测发现，规范抗
病毒治疗”，共在市中心城区设置了

19 个宣传站点， 出动医疗工作人员
100 余名， 号召全社会积极行动起
来，促进早预防、早检测、早治疗等综
合措施的落实， 提升公众的健康水
平，努力消除肝炎的危害。

情系老人冷暖
真心陪伴解忧

———市第二人民医院开展
老年健康宣传周系列活动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7 月 26 日，周口市第二
人民医院（周口市老年医院）的 30 余
名志愿者到该院老年医学科病区，开
展“关爱老人一日照护”服务活动。

活动中，他们有的为老人修剪指
甲、梳头发，有的给老人喂水、喂饭，
有的帮老人翻身，有的陪老人散步聊
天。“真是谢谢你们了，有了你们的照
顾，我觉得住院也像在家一样舒服。”
患者王奶奶说。

“该活动让志愿者体会到照护工
作的不易， 深刻理解到老人需要关
爱、需要陪伴，也深刻感受到老龄化
社会医养结合工作的重要性。 ”市第
二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关爱老人一日照护”志
愿服务活动是该院老年文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既体现“爱老、助老、敬老”
的人文关怀，也体现医院“医养结合”
服务特色。 在老年健康宣传周期间，
该院还开展了科学健身、健康知识讲
座、八段锦中医传统运动项目推广等
系列活动，营造关心关爱老年人健康
的良好氛围，推广普及适宜老年人的
养生知识，引导老年人树立健康生活
理念，加强科学健身和养生，切实提
高老年人健康素养和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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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年 我省公共卫生体系这样建

世界肝炎日：提升公众健康水平

接受市民咨询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
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 明确七大类 30 项
重点任务。 到 2025 年，基本建成能有
效应对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应急指挥体系、监测和预警体系、应
急救治体系、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完善
能充分满足群众公共卫生服务需求的

预防控制体系、慢性病防治体系、支撑
保障体系。

在健全应急指挥体系方面， 每个
县（市、区）建设一支基层背囊化医疗
应急小分队。 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与基
层社会治理工作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
村 （居） 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作
用， 加强公共卫生应急志愿服务队伍
建设。

河南还将完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预警系统， 健全
多点触发的监测预警机制， 以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为依托，建立省、市、县三
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

警中心，组建省、市、县三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专家委员会。 加强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域性重点和特色实

验室及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建设，加
强市、 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
建设。

在健全应急救治体系方面， 河南
将积极建设省“120”信息交互平台，健
全以“120”急救指挥中心为中枢、以急
救站为基础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

系。 积极争创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
地， 每个省辖市和济源示范区分别建
设 1 所标准化传染病医院或相对独立
的综合医院传染病院区；每个县（市）
依托 1 所综合实力较强的医院建设相
对独立的传染病院区或符合规范的病

房楼；加强二级以上综合医院重症、呼

吸、创伤﹑急诊、中医等专科建设；二级
以上中医医院全部设置感染性疾病

科，并至少配备 1 名中医类执业医师；
强化重点人群防护， 建立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与重点场所的对接机制， 建立
应急状态下绿色通道； 争创国家区域
血液安全中心， 加快省红十字血液中
心分中心建设，推进市、县级采供血机
构标准化建设。

河南还将建立科学完备、 储用协
调的省、 市、 县三级应急物资保障体
系，提升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库。医
疗卫生机构要动态储备防护物资和药

品，作为政府储备的补充。
在健全预防控制体系方面， 河南

持续推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改革，加
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设， 积极争
创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持续实施
妇幼健康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到 2025
年实现市、县级危重症孕产妇、新生儿
救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加强老
年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建设，推动
二级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

学科比例达到 70%，85%以上的医疗卫
生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建立
省、 市、 县三级健康科普知识传播体
系， 培育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健康教育
品牌， 大力开展健康河南行动主题宣
传； 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医废危废处理
设施达标建设，完善省级“智能医废”
监管平台，到 2024 年年底实现全省医
疗机构医疗废弃物信息化管理全覆

盖。
河南强化慢性病预防、 治疗、管

理、康复全周期防控，加强国家级、省
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到
2025 年覆盖率分别达到 20%、50%。 建
立健全省、市、县三级慢性病专病防治
中心，到 2025 年，省辖市、县（市）和济

源示范区全部建成心脑血管疾病、癌
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高血压病、糖
尿病等 5 个慢性病专病防治中心。 完
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务 ，90%以
上的中小学校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

工作人员， 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加强
心理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加强抑郁症、
儿童心理行为发育异常、 老年痴呆等
常见精神障碍和心理行为问题干预服

务。 加快省精神病医院国家精神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推进市、县级精神专科
医院建设，到 2025 年全省所有二级以
上精神专科医院设立心理门诊 ，30%
以上的儿童专科医院、 妇幼保健院及
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设精神（心理）门
诊， 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开
设精神心理门诊。 对重点人群开展上
门随访、康复护理、家庭病床、安宁疗
护等服务， 深入开展慢性病早期筛查
与干预。 各级各类综合医院、 专科医
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
规范化设置公共卫生科室。

为健全支撑保障体系， 河南支持
高层次人才评选更多向公共卫生人才

倾斜。 2023 年到 2025 年，培训培养疾
病预防基础及骨干人才 6000 人，加大
公共卫生、妇幼保健、心理健康、职业
健康等紧缺人才培养力度。 乡镇卫生
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少配备 1 名
公共卫生类别执业医师。 依托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建设省预防医学科学

院， 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
力的公共卫生重点学科群、 国家级和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完善省、市级
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到 2025 年年底基
本建成较为完备的全民健康信息标准

体系。 拓展“互联网+公共卫生”服务
新模式。

（据《医药卫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