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1 月 19 日， 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
到，为方便我市及周边地区患儿接受手术治疗，该院
正式开启小儿外科日间手术预约通道， 患儿家属可
通过该院门诊或电话进行预约。

“随着寒假临近，不少家长都打算让孩子在假期
做手术，日间手术室也将迎来手术高峰期。预约手术
可以缓解医院的就诊压力， 节省患儿家属的宝贵时
间。 ”市妇幼保健院相关负责人胡庆威介绍，目前日
间手术的手术流程为： 患儿家属通过门诊或电话预
约手术；患儿在约定日期入院并完善术前检查，接受
手术； 患儿术后返回病房， 接受监护观察至完全清

醒，可以进食，随后即可出院。从接受手术到出院，患
儿入院时间不超过 24 小时。

若患儿无基础性疾病、所患疾病诊断明确，即可考
虑接受日间手术，手术种类包括包皮环切、小儿腹股沟
斜疝、鞘膜积液、滑动性隐睾、体表包块等。日间手术具
有操作时间短、麻醉苏醒快、术后恢复快等特点。

“患儿相较于成人， 一般术后的合并症较少，
身体更易恢复健康。 同时，患儿可接受的手术通常
时间短，并可以预估 ，因此患儿更适合接受日间手
术。 ”胡庆威提醒，患儿如果接受了日间手术，应遵
医嘱按时服药，保持切口清洁干燥，患儿避免剧烈
活动，注意休息。 如果患儿术后出现任何不适 ，应
及时联系相关医生。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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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达到 85%、推进电子健康档案规范查询服务……

2024 年我省将持续深化“十大专项”
1 月 18 日至 1 月 19 日， 省卫健委召开 2024 年

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持续深化“十大专项”，奋力开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新局面。据悉，“十大专项”包括医学科技创新、
人才队伍建设、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乡村医疗卫生体
系建设、中医药传承创新、健康河南行动、人口高质量
发展、数字健康发展、生物医药产业培育、医疗应急和
安全保障。

在医学科技创新方面，“十大专项”指出，要加强
高能级平台建设，统筹科研项目管理，加速成果转化，
强化重点学科建设。 遴选支持 20 个重点学科， 建成
“医教研一体融合发展”平台，达到全国领先水平。 遴
选建设 50 个省中医药重点学科。

为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十大专项”要求，要加快
高层次人才引育，推进中青年人才培养，强化基层人
才队伍建设，营造人才辈出“小气候”。 持续实施基层
卫生人才工程，培养全科医生 3800 名，订单定向培养
本科生 130 名，为县、乡两级医疗机构招聘 2712 名医
学生和 120 名特岗全科医生，招收规培学员 2100 名。
在乡镇卫生院增设护理类基层高级职称。

为推进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十大专项” 要求，要
全力推动“双中心”建设，加快“三个一批”项目建设，
提高公立医院管理水平，打造“便民就医”服务品牌。
建设 100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40个县级临床重点专
科、100个临床特色专科和 50个专科专病诊疗中心。

在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方面，“十大专项”指
出，要抓阵地提质升级、抓政策落地见效、抓能力创新
突破、抓服务规范可及。 支持 100 所中心乡镇卫生院
建成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推动 300 所薄弱乡镇卫生
院全面达标。行政村公有产权卫生室比例达到 85%以
上。 打造基层医疗机构实践样板 100 个。

在中医药传承创新方面，“十大专项”要求，要组
建省中医药科学院，提升服务能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力争 35 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落地，完成 66 个县级中
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

“十大专项”还要求，持续开展健康河南行动，提
升疾病防控水平，深化爱国卫生运动，扎实推进健康
促进，健全慢性病防治网络，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
生服务，强化职业健康保护。 6 月底前完成全省疾控
体系改革。 积极创建国家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为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十大专项”指出，要优
化生育政策，保障妇幼健康，加强老龄健康工作。 做
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项目工作。 新增托位 8
万个，托位数量达到 38 万个，提高托位使用率。 实施
老年营养改善、口腔健康、心理关爱、痴呆防治 4 个专
项行动。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占比达到 85%，二级以上
公立综合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占比达到 83%。开展老
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

在数字健康发展方面，“十大专项”指出，要夯实
信息基础，推进互联共享，扩展数字应用。 打造“豫健”
系列便民服务应用。 优化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 积
极推进“数字影像”试点建设，促进检验检查结果共享
互认。 普及推广居民电子健康卡应用，推进电子健康
档案规范查询服务。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商业健
康保险就医费用一站式结算服务试点。探索开展单病
种大数据创新应用试点。加快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步
伐，保持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水平全国领先。

为做好生物医药产业培育，“十大专项”要求，要
健全推进机制，打造核心增长极，培育壮大产业集群。
构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梯次孵
化体系，承接产业就地转化。

在医疗应急和安全保障方面，“十大专项”指出，
要健全医疗应急体系，提升传染病救治能力，严格医
疗服务监管，做实安全风险防范。 出台《河南省无偿
献血表彰奖励办法》。 提高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工作质
量，推动器官移植临床服务量质双提升。 牵头建立医
疗美容服务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 规范出生医学证
明管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产前筛查与诊断技
术监管。 ③2 （记者 郑伟元 整理）

1 月 19 日，周口淮海医院急救队队员为市慈善救援队队员培训心肺复苏急救法。 通过此次培训，提升
了市慈善救援队队员的应急素养，提高了队员们面对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③2 记者 郑伟元 摄

郑大一附院“优质服务基层行”走进市人民医院

驻扎式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1 月 20 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郑大一附院）“优质服务基层行” 周口站暨驻
扎式帮扶仪式在市人民医院举行， 郑大一附院医疗
专家此后将在市人民医院开展驻扎式帮扶活动，助
推医疗资源下沉，为我市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仪式现场， 市人民医院院长赵高洋为郑大一附
院的帮扶专家颁发了聘书。随后，帮扶专家深入市人
民医院相关科室开展疑难病例会诊、手术、义诊等。
“我的颈椎最近不太舒服， 在诊所看了几天都没有
好，刚才专家给我按了按，感觉好多了。 能在家门口
接受省级专家的诊治，这个活动非常好。 ”市民李先

生说。
郑大一附院医疗事业发展部副主任余晓红表

示，此次“优质服务基层行”驻扎式帮扶活动是推进
健康中原战略、 贯彻分级诊疗政策的具体实践。 今
后，郑大一附院将以该帮扶活动为桥梁，建立双向转
诊机制，助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提供全流程、全方
位、全覆盖的帮扶轮训服务，促进市人民医院综合能
力提升。

赵高洋表示，市人民医院将认真学习郑大一附
院先进的管理模式、精湛的医疗技术，进一步加快
自身建设，努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为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③2

市妇幼保健院开启小儿外科日间手术预约通道
患儿家属可通过医院门诊或电话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