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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压的时候要更加用力，速度也要加快……”连
日来，焦煤中央医院在病房楼和门诊综合楼一楼大厅举
办心肺复苏科普教育活动。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群
众发放了印有心跳骤停急救流程的宣传彩页，急诊科护
士利用模拟人演示了标准的心肺复苏操作流程，心内科
医生对心肺复苏操作要领及注意事项进行了细致讲解，
并指导群众进行心肺复苏模拟操作。

王正勋 侯林峰 王 雪/摄

健康教育进乡村、进家庭行
动效果显著

去年，信阳市遴选组建了
260 余人的市、县两级健康科普
专家库，组织市级健康巡讲专家
深入乡镇开展示范巡讲活动，做
到市级巡讲覆盖到乡镇，县级巡
讲覆盖到村，把健康知识送到每
个村，实现健康教育进乡村行动
全覆盖、无死角。信阳市通过

“十个一”方式（成立一支健康
扶贫志愿服务队伍，开展一次覆
盖县乡的科普讲座，研发一套健
康素养标准课件，组织一次乡村
医生全员科普技能培训，唱响一
台健康文化大戏，举办一次群众
家门口的专家义诊，实施一次基
层医疗业务帮扶，做好一场全媒
体传播，建立一个健康教育信息
发布平台，形成一个健康促进机
制），形成了助力脱贫攻坚的良
好局面。截至12月底，全市“十
个一”活动共开展科普技能培训
736 场、乡村医生培训 18050 人
次、健康扶贫宣传2219 次、健康
科普讲座 1640 场次，科普群众
241965 人，开展义诊 1562 场，服

务人数达 102252 人次，组织健
康文化演出138场，观众人数达
24873 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621226份。

7 个贫困县严格按照一家
一张“明白纸”、一家一个“明白
人”、一家一份实用工具和一人
一份健康教育处方的要求，根
据辖区居民的疾病特点提供
健康教育服务，将发放“明白
纸”、健康教育处方等覆盖到
所有贫困家庭。各县卫生健
康委充分利用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等形式，在帮扶医院指导
帮助下，通过签约医生或乡村
医生将健康教育进家庭活动
落实到位，并根据贫困家庭患
者情况，对“明白人”进行健康
指导，内容包括患者的护理、
康复，以及整个家庭的健康生
活方式等；向每个贫困患者家
庭发放控油壶、限盐勺、腰围尺
等健康实用工具和爱心保健药
箱、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宣传
册、健康处方、健康扶贫政策明
白卡等，指导“明白人”学会使
用实用工具。全市贫困户健康

工具发放率和“明白人”培训
率均达到 100%。

推进健康教育阵地和基层
健康教育队伍建设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举办全
市健康科普能力大赛，评选出健
康科普宣讲“十佳选手”，并邀请
省疾控中心专家对全市医疗机
构健康促进分管领导及科室负
责人进行专项培训。同时，全市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医疗
卫生单位利用卫生节日，积极开
展“世界无烟日”“防艾专家进校
园”“懂健康知识、做健康老人”
等主题宣传活动。信阳市卫生
健康委与信阳电视台合办健康
生活专栏，每天播出名医访谈节
目，持续开展健康科普知识传
播；新县卫生健康委通过微信公
众平台推送健康素养核心知识
及健康促进工作动态，持续在新
县电视台开办专题栏目《健康讲
堂》，每天在县电视台定时播放
两次；完善县、乡两级健康宣传
栏建设，每季度定期督导各乡镇
健康教育宣传栏更新内容，并持
续完善城区各居委会、小区及主

题公园健康宣传栏的建设布
局。息县卫生健康委与县广播
电视台对接，每月在黄金时段播
出不少于4次公益广告。光山县
卫生健康委在电视台定期播放4
种健康公益广告；县疾控中心编
辑公益广告片和各种健康相关
视频10种，制作成微视频在微信
等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收到很
好的效果。

实施医疗机构与贫困县健
康素养结对帮扶

信阳市卫生健康委举办了
信阳市贫困地区健康促进“321”
工作模式科普骨干培训会，对各
县（区）和市直医疗机构分管领
导和健康科普专家进行了培训，
督促市、县两级医疗机构主动与
帮扶单位对接，帮助下级医疗机
构开展健康促进创建工作，落实
义诊帮扶任务，实现帮扶无死
角、健康宣讲全覆盖。信阳市卫
生健康委联合市扶贫办、市委文
明办、市教体局和市妇联在来龙
乡杨双楼村举行 2019 年健康中
国行·信阳市主题宣传活动（潢
川站）启动仪式，全面推进健康

扶贫义诊，健康科普进单位、进
乡村、进学校、进家庭，以及健康
促进医院结对帮扶等系列活
动。围绕落实健康素养促进行
动，信阳市举办全市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培训班，专题讲解健康素
养政策；分 3 个片区对 9 个县
（区）的乡村医生进行了健康科
普技能培训，持续提升乡村医生
的健康科普能力。

2020年，信阳市卫生健康系
统深入贯彻落实《基本医疗卫生
与健康促进法》，推动健康中国
行活动，健全、完善并推广健康
促进“三进、两建、一帮扶”工作
模式，进一步巩固健康促进与健
康教育工作成果，扎实推进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和各项健康促进
与健康教育重点工作，激发医疗
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开展健康
教育、预防保健、健康管理的积
极性，引导群众主动获取健康信
息，参加健康活动，提高健康素
养，确保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 20%，为建设健康信阳、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做出新的贡献。

健康促进工作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王明杰 通讯员 韩劲松 李宇军 许云飞

本报讯 6 月 8 日，许昌市卫生健康委召
开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许昌市卫生健康系
统认真贯彻全省卫生健康大会精神，以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以健康许昌建设为主线，以改革
创新为动力，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
向，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加强卫生健
康硬件建设和内涵建设，确保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卫生健康目标
任务。

许昌市着力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建立健
全“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
治”的常态化防控机制，守牢疫情防线，加强院
感管理；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努力建设高
水平的市级公立医院，加快推进县级医院提档
升级，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着力抓好卫生健康重点项目，积极谋划储备一
批、社会办医建设一批、竣工投用一批，把项目
建设作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着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聚焦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看病就医问题，以分级诊疗
为导向，全面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推进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着力
优化卫生健康服务，持续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与
健康促进，持续加强重大疾病防治，持续做好

“一老一小”、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持续
加强卫生执法监督，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获得
感；着力办好省、市民生实事，持续开展妇幼免
费筛查工作，加快长葛市人民医院、鄢陵县人
民医院提质升级，继续实施 60 周岁以上独生
子女父母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父母住院护理补贴，持续推进基层
中医医养结合服务中心建设，圆满完成承担的城乡困难群体兜底
保障任务；着力打赢健康扶贫攻坚战，持续加大问题整改力度，落
实健康扶贫政策，建立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因病致贫，不断巩
固脱贫成果；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加大中医药开发力度，提
升中医医疗服务水平，推进中医药产业发展，促进中医药融合发
展，将中医药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

（王正勋 侯林峰 时 歌）

“咱俩都别吃饭了！”
“我不吃饭，做好准备，等

你们送患者过来！”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华中阜

外医院CCU（冠心病监护病房）
主任张静急切地打着电话。电
话的那头，是河南省人民医院产
科主任武海英。正是这一通紧
急的电话，把一个年轻的生命从
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28岁的患者马女士怀孕3个
月，突然出现头痛、发热、浑身无
力等症状。由于病情发展太快，
马女士在当地就医后不久就失去
意识，陷入昏迷状态。当地医院
立刻联系华中阜外医院，将患者
转诊至华中阜外医院CCU。

“患者出现室颤，需要立即
抢救。”马女士刚被转诊至华中

阜外医院，就出现室颤。这是
最严重的心律失常，形象一点
说就是患者的心室突然失去规
律性的收缩，变成非常细微的
颤动，导致心脏无法完成射血。

张 静 等 专 家 立 即 展 开 抢
救，电除颤一次、两次……数次
操作后，马女士的心脏恢复了
跳动。可是还没等医务人员松
一 口 气 ，糟 糕 的 情 况 又 出 现
了。马女士的血压直线下降，
生命体征难以维持。

张静立即做出判断：是暴
发性心肌炎。这是一种极其凶
险的心血管急危重症，数据显
示死亡率高达90%以上。

注射多巴胺，无效；注射肾
上腺素，无效……这是心功能
衰竭的征兆。此时，患者已经

出现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心房
冲动信号无法传导至心室。专
家紧急为患者安装临时起搏
器，为随时都可能“熄火”的心
脏安装了一道防火墙。紧接
着，专家为患者装上 IABP（主
动脉内球囊反搏），减轻心脏负
担。很快，患者血压有所回升，
但离正常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张静当机立断，上 ECMO（体外
膜肺氧合）。

临 时 起 搏 器 、IABP、EC-
MO，三大生命支持设备全部上
阵后，马女士的生命体征终于
趋于稳定。一系列惊心动魄的
救治过后，还没等医务人员松
口气，又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发生了。

经过监测，马女士腹中的

胎儿已无心跳，出现死胎。通
常，为安全起见要等患者病情
稍微稳定，才能够实施人流手
术。可是眼前发生的事情根本
不容迟疑，因为患者出现小产、
大出血。已经连闯室颤、Ⅲ度
房室传导阻滞、心功能衰竭三
道鬼门关的马女士，又一次站
在了生死线上。

“坚决不能放弃，一定要和
死神斗争到底。”这是张静唯一
的想法。她拿起手机，把电话
打给了河南省人民医院产科主
任武海英。

已经是晚上7点多，劳累了
一天的专家们顾不上吃饭，用
最快的速度做好术前一切准
备。马女士被护送到河南省人
民医院后，武海英立即带领团

队展开抢救。
患者病情危重，还用上了

临时起搏器、IABP、ECMO 等
医疗设备，给手术带来了很大
困难。水囊压迫止血成功后，
专家们紧急为患者实施清宫
术。术后，患者阴道出血停止，
随后转回华中阜外医院继续治
疗。

“这次真是捡了一条命。”
这是马女士苏醒后说的第一句
话。经过几天的巩固治疗，她
终于康复出院。

“她的命不是捡来的，是医
患双方通力协作，经过激烈的
斗争换来的。”张静说，“EC-
MO、IABP 等代表医院、地区，
甚至国家危重症急救水平的设
备，都给马女士用上了。”

本报讯（记者侯少飞 通讯
员黎倩平）6月6日是中国房颤日，
周口市中医院在门诊楼一楼大厅
举办了主题为“关注房颤、预防卒
中”大型义诊、宣教活动，旨在让
群众认识房颤，降低房颤发生率，
让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
治。

在活动现场，专家们热情周

到地接待了每一位前来咨询的患
者，向其讲解了房颤的症状、预防
措施、改善途径、治疗方法等。此
次活动筛选出 50 名符合条件的
人，免费参加穿戴式长时程动态
心电图检测（如下图）。

此次活动反响良好，前来咨
询的人络绎不绝，累计发放健康
科普资料200余份。

本报讯（记者王 婷 通讯
员陈建平 王志略）6月6日，贾女
士因车祸导致全身多处开放性
骨折，被紧急送至郑州市第一人
民 医 院 航 空 港 院 区 重 症 监 护
室。经骨科手术团队会诊，专家
为其实施了右股骨开放性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等7个手术。

贾女士右侧手臂尺桡骨骨
折，右手皮肤撕脱严重，右股骨
断成两节，右侧小腿皮肉被撕
脱，露出断裂的胫骨，胫腓骨远
端开放性骨折，右足皮肤撕脱
伤，右内踝骨折及右足多发性骨
折。因失血过多，贾女士已处于
休克状态，病情危重。

骨科值班医师刘金辉接诊

后，立即向骨科主任医师蒋振营
汇报病情。“开放性骨折是较为
严重的骨折，会导致神经、肌肉、
血管、韧带损伤，损伤程度较重，
恢复时间较长，极容易导致骨折
不愈合及骨髓炎的发生，若长时
间暴露造成感染，极易导致骨坏
死及其他并发症，必须尽快实施
手术。”蒋振营说。

蒋振营当机立断，带领骨科
团队快速制定手术方案。重症监
护室医师迅速完善相关检查，给
予患者补液、输血、抗休克治疗，
待患者血压逐渐平稳，无明显手
术禁忌后，立即进行急诊手术。

此次手术步骤繁杂，精度要
求极高，对术者的精力、耐力和

体力都是很大的考验，术中要尽
量减少骨膜剥离，还要注意保护
软组织，以及肌腱神经的探查吻
合。

10余个小时内，骨科手术团
队先后为贾女士实施了右股骨
开放性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
右胫骨平台开放性骨折切开复
位内固定术+右小腿近端皮肤撕
脱伤清创负压吸引术+右胫腓骨
远端开放性骨折及右内踝骨折
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右足皮肤撕
脱伤修复术+右尺桡骨双骨折切
开复位内固定术+右手皮肤撕脱
伤修复术。术后，贾女士生命体
征平稳，已从重症监护室转入骨
科病房进行后续治疗。

本报讯（通讯员李建彬）6月
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公布
了第五批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建设评估结果，确定荥阳市
等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这也是自2017年以来郑州市
建成的第三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

在郑州市卫生健康委的领导
下，郑州市疾控中心对已建成的
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进行
了综合评估，并按照自愿申报的
原则，遴选荥阳市开展国家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2015 年，荥阳市成功建成河
南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随
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
需求的变化，荥阳市委、市政府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
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将健康
融入所有政策，为进一步提升慢
性病综合防控能力，将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作为优先发展
事项。经过精心准备，荥阳市
2018 年 2 月 13 日召开启动会，正
式拉开了建设国家慢性病综合防
控示范区的序幕。

为有效推进国家慢性病综合
防控示范区建设，2018年，荥阳市
进一步完善慢性病综合防控工作
机制，开展了慢性病及其相关危
险因素调查和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监测，强化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步
道、健康餐厅（食堂）、健康单位、
健康社区等支持性环境建设，工

作重心由疾病治疗向健康管理转
变，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有效开展
慢性病监测，提供全人群生命全
周期的慢性病防治管理服务，为
建设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奠定基础。郑州市疾控中心慢性
病预防控制所按照国家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指标体系要求，进
行全方位技术指导，对荥阳市相
关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培训，逐条
讲解指标要求与资料收集整理标
准；多次邀请河南省疾控中心专
家，有针对性地从政策完善、环境
支持、体系整合、健康教育与健康
促进、慢性病全程管理、监测评估
与创新引领等方面进行现场指
导，完成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调
查数据分析。荥阳市发布了2018
年慢性病防控综合健康报告，为
促进荥阳市申报建设国家慢性病
综合防控示范区增添动力。荥阳
市按照《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管理办法》要求的时间节点，
完成了申报和资料上传工作。
2019 年 10 月 22~23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专家组对荥阳市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进行了调
研评估。专家组通过材料审核、
现场调研和技术评估，对荥阳市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工作
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截至目前，郑州市共建成国
家和河南省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
区7个，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覆
盖率达到了63.6%。

6 月 8 日 17 时 45 分许，在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幼
儿园门前，一名男子突然倒
地，且四肢抽搐、口吐白沫。

正在附近接孩子放学的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口腔科
护士赵双纱听到大家的呼喊
声，立即跑到男子身旁，蹲下
查看病情。

“当时男子没有意识，脸色
铁青。”有急诊科工作经验的赵
双纱立即听呼吸音，触摸男子

颈部大动脉，发现男子呼吸心
跳已经停止，于是她立即跪在
柏油路面上，对男子进行胸外
心脏按压（如下图），并清理男
子口腔分泌物，进行人工呼吸。

周围的孩子家长见状，赶
紧拨打120求助。大约10分钟
后，患者逐渐恢复意识并有了
肢体活动，这时 120 急救人员
也赶到现场。

当赵双纱站起来时，双膝
的皮肤已经被磨破。

孕妇闯过四道鬼门关
本报记者 史 尧 通讯员 邢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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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创建工作又进一步

荥阳市进入“国家队”

周口市中医院

开展房颤专题义诊

护士救人磨破双膝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杨柏青 文/图

全身多处骨折患者获救

按照省卫生健康委在贫困地区推行健康促进“321”工作模式的统一安排，2019年，信阳市聚焦薄弱环节，着力抓好健
康教育进乡村、进家庭、进学校；紧盯基层，着力建好健康教育阵地、健康教育队伍；立足技术指导，着力建立健康教育帮扶
机制，建立和完善市、县两级健康科普专家库；统筹推进健康促进“三进、两建、一帮扶”工作，深入开展“省级健康促进县”

“省级健康促进医院”创建活动和“健康中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专项行动及卫生下乡集中示范活动，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传播通俗易懂、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和技能，持续提升贫困县健康促进工作水平和群众健康素养水平，为7个贫
困县顺利脱贫摘帽聚力蓄能。

凡人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