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为全面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遏
制艾滋病在青少年学生中的流行态势，11 月 5 日，市卫
生健康委组织召开了全市学校艾滋病防治专家座谈

会。 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体育局、共青团周口市委、市
计划生育协会、 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及周口师范学
院、周口职业技术学院、河南科技职业大学等 8 所高校
的专家学者参会。

会议就目前全市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情况、存
在的困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并提出解决
问题的思路和建议；通报了全市学校艾滋病疫情现状及
新生 HIV 检测情况，对艾滋病防治志愿者技能培训、艾
滋病防治知识宣传、高校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等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充
分认识到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要
加强领导，明确学校艾滋病防治工作主体责任，强化多
部门联动，整合资源、统筹推进，构建艾滋病防治工作
长效机制。 要提升理念， 落实预防艾滋病各项教育措
施，实行多病同防，强化工作督导，切实提升学校艾滋
病防治工作成效。 要多措并举，充分调动青少年学生
参与艾滋病防控工作的积极性，通过同伴教育、健康咨
询等形式 ，传播预防艾滋病知识 ，增强青少年学生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帮助青少年学生树立健康的生
活理念。

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座谈会加强了
部门间的沟通协作，提高了高校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积
极性和参与度，为今后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共同构建
零“艾”美好校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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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7 日， 省卫生健康委以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全省卫生健康人才政策培训会，对全省卫生
健康人才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此前，省卫生健康委、省委人才办 、省委编
办、省科学技术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
合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的若干措施》，明确要实施“五大行动”、落实“五
项保障”，全面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五大行动”，一是顶尖人才破茧行动。 针对
性培育在卫生健康领域紧跟世界科研前沿 、取
得突破性成果的医学顶尖人才， 全力冲刺院士
评选；重点培养医术精湛、学术造诣深厚、在全
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名医名家， 全力冲击国家级
人才项目评选；精准引进一批全球顶尖人才、旗
帜性人物。 到 2027 年，新增医疗卫生顶尖人才
10 名左右。二是领军人才聚集行动。重点梳理发
掘科研水平或医疗技术已达到国内领先地位 、
具有引领作用的创新人才，推荐申报国家、省重
点人才计划。 利用 3 年时间，培养 100 名临床医
学科学家、100 名临床研究型医生、50 名公共卫
生首席专家。 到 2027 年，新增卫生健康领域领
军人才 300 名左右。三是青年人才倍增行动。重
点培育一批 45 岁以下、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较大
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 每年选拔培养 100 名中
青年菁英带头人， 遴选 100 名青年医学人才赴
国（境）外进行中长期研修；每年面向国内外招
聘和引进 800 名左右青年博士、 博士后来豫工
作。四是紧缺人才扩充行动。大力开展急需紧缺
专业人才和技能人才培训 ，到 2027 年 ，培训各
类人才 1 万名； 建立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
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交叉培训制度， 探索人员双
向流动、兼职兼薪、合法取酬；建立管理人才长
效培训机构，到 2027 年，培养 1000 名左右具有
战略思维、 创新思维和领导能力的卫生健康管
理人才。五是基层人才提质行动。持续实施基层
卫生人才工程 ，到 2027 年 ，评选 300 名基层中
青年学科带头人，通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培
养住院医师 7500 名，培养 2000 名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招聘 800 名特岗全科医生、2000 名
大学生乡村医生和 1 万名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培训骨干医师、 全科医
生、基层中医人才、家庭医生、优秀乡村医生等 5
万名。

“五项保障”，一是拓宽高端人才引进渠道。
坚持刚性引才与柔性引智相结合、“走出去”和
“引进来”相结合，多途径、多方式、多渠道引进
各类人才。二是加大人才培训支持力度。全面落
实国家和河南省各项支持政策， 强化用人单位
主体地位，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最大限度激发
人才创新活力。三是发挥职称评审导向作用。深
化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结合卫生
健康领域行业特点， 科学制定和完善各类别专
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标准， 科技创新型人才突
出原创和临床需求导向， 临床技能型人才突出
临床实践导向， 社会公益型人才突出公共需求
导向，充分发挥职称评审的“指挥棒”作用。四是
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加快建设卫生健康“国
字号”创新载体，积极争取申请建设全国重点实
验室及国家临床医学科研中心等高层次创新平

台，发挥创新载体辐射引领作用，提升医学科技
创新发展水平。 五是推动优秀人才下沉基层。 以
高质量建设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和县域医共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及深
化城市医院组团式对口支援县乡医疗机构为载

体，持续加大优秀人才引进、培养、集聚、辐射带
动和有序下沉基层工作力度，不断优化提升区域
人才配置使用效率。

（据《医药卫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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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五大行动” 落实“五项保障”

周口第六人民医院的专家为幼儿家长及幼儿园教师讲授疾病防治知识。 11 月 7 日、11 月 8 日，该院社会心理健康
金牌讲师公益巡讲团队分别走进川汇区金色摇篮幼儿园、金色童年幼儿园开展健康教育讲座，专家对幼儿常见的秋季
腹泻、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水痘、流感等疾病的防治知识进行了详细讲解。 记者 刘伟 摄

这场健康教育讲座很“有料”

药食同源 科学养生

市中心医院餐厅推出养生药膳
□记者 普淑娟

本报讯 立冬已至，天气渐冷，近日，经过前期的科
学研究和精心调配，市中心医院文昌院区餐厅以中医药
膳食养生文化为理论基石，合理运用养生食材，正式推
出养生药膳。

记者在该院文昌院区餐厅内看到， 党参山药煲乌
鸡、黄芪鱼头豆腐汤、虫草花炖乳鸽、沙参红萝卜炖羊
肉、养生菌菇汤、当归冬瓜排骨汤……品类多样、暖胃又
暖心的养生药膳冒着热气，档口前人头攒动。

据市中心医院营养管理科主任刘献华介绍，该院领
导高度重视服务质量提升，大力支持餐厅推出养生药膳，
不但组织人员前往上级医院参观学习， 还邀请中医药专
家指导养生药膳的科学配制。秉持“药借食力、食助药威、
药食同源”的理念，该院融合医学、药学、营养学等各科知
识，巧妙地将传统医药学与饮食文化完美结合。每道养生
药膳的制作，都严格按照配方标准，确保口味和营养的精
准平衡，更好地发挥药膳滋补养生的作用。养生药膳对于
术后病人、 产妇、 放化疗病人等人群具有良好的食养效
果，一经推出就广受欢迎。 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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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零“艾”美好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