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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忠民
通讯员王峰娟）6 月 14 日，由
商丘市红十字会、商丘市新
时代退役军人雷锋团、商丘
市众人爱心车队、永城市义
工联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柘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联合
会、虞城县退役军人志愿者

服务队共同发起的“世界献
血日、老兵在行动”无偿献血
活动有序展开，共有104名退
役军人、退役军人家属、爱心
车主参加了无偿献血活动。
其中，市区 51 人，柘城县 15
人，虞城县 12 人，永城县 26
人。

在采血现场，参加无偿
献血的退役军人在医务人
员的指引下，严格按照献血
程 序 ，量 体 温 、测 血 压 、化
验、采血，整个献血过程井
然有序，充分展示了退役军
人优良的纪律作风和精神
面貌。

商丘

建好三个机制
建好组织机制。新乡市成立了以副市长李瑞

霞为组长的工作领导机构和健康扶贫专项办公室，
明确各级各部门的任务和责任，并根据机构改革职
能变化进行适时调整。目前，新乡市健康扶贫工作
形成了党委、政府主导，卫生健康委牵头，医保等11
个部门齐抓共管、分工协作、务实高效的工作机制。

建好政策机制。在完善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大
病救治、慢性病签约服务管理、贫困地区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提升等政策的基础上，新乡市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脱贫攻坚兜底保障的通知》《关于
促进健康扶贫工作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建设的指
导意见》《新乡市健康扶贫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
等多份政策性文件，为有序推进健康扶贫工作绘制
了路线图。

建好推进机制。新乡市下发了《关于新乡市健
康扶贫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各县（市、区）、各成
员单位实行领导分包片区并开展定期指导，乡村将
任务分解到人、明确到户，形成了市县抓落实、乡村
组织实施的工作推进机制。

抓好三个落实
抓好“三个一批”行动计划落实。按照健康扶

贫“三个一批”工作要求，新乡市在逐户、逐人精准
核实的基础上，对患大病、慢性病的贫困患者实施
全方位的跟踪管理服务和精准救治。针对大病患
者，新乡市采取“四定两加强”措施，大病专项集中
救治病种从 2017 年的 9 种逐步扩大到现在的 25
种，共有3050名患者接受专项集中救治，救治率达
100%；慢性病签约服务管理扎实推进，创新实施了

“十个一”签约服务。新乡市在省内率先出台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家庭医生120 元签约费用由政府买
单；对于达不到国家慢性病目录标准的因病致贫、
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每月花费超过200元的门诊
慢性病纳入医疗救助范围。目前，全市共组建1808
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对29.3万贫困人口实现了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从2017年10月起，由市、
县财政按照3∶7的比例出资为贫困人口投保商业

保险，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了大病救助基金。
抓好“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结算”落实。新乡市确定了250家

县级、乡级医疗机构为“一站式结算”“先诊疗后付费”定点医院，并实现
了“一站式”网上结算平台全覆盖，累计13.5万人次享受了“先诊疗后付
费”住院救治，免收住院押金239160万元。

抓好“六重保障网”落实。新乡市探索建立了贫困人口医疗报销救
助“六重保障网”（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商业保险、
医疗救助、救助基金兜底保障）。目前，通过“六重保障网”医疗报销救
助后，新乡市贫困群众住院医疗自付费用比例稳定在10%左右。

做好三套体系
做好基层医疗服务体系。近年来，新乡市共谋划医疗卫生项目41

个，总投资97854万元，新建、改建256个村卫生室，为全市100多个乡
镇、527个贫困村卫生室增添了医疗设备，为每个贫困户发放了健康保
健爱心小药箱，配备常用药品，制作了“健康扶贫优诊卡”。目前，全市
基本达到了每个县（市）都有一所公办综合医院、一所中医院、一所妇幼
保健院（所、站），每个乡（镇）有一个标准化卫生院，每个贫困村有一个
标准化村卫生室并配备1名合格医生。新乡市财政部门每年按时下拨
基本药物补助资金约4470万元，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管理，基层医疗机构配备不低于70%，二级综合医院（含中医院）不低于
50%。此外，新乡市还加强县级公立医院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目前两个
贫困县均建成了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做好基层人才培养体系。新乡市实施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
疗卫生队伍建设，先后为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引进医学院校毕业生463
人，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132 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计划68
人，骨干医师培训计划2259人，转岗培训全科医生1315人，为全市卫生
院配备了全科医师。

做好对口支援帮扶体系。新乡市印发了《新乡市健康扶贫对口帮
扶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二级以上医院对各县级医院及乡镇卫生院开展
对口支援工作，两个贫困县每年安排24名医师开展县乡等额式帮扶。
几年来，新乡市累计派出1144名帮扶医师参加对口支援。

搞好三项活动
搞好疾病防控活动。新乡市健全疫情报告网络体系，快速提供传

染病发生、发展信息，及时采取预防控制措施；全市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接种率保持在95%以上，安全注射率达100%。新乡市每年为65岁以上
老人免费接种，资金由各级政府承担，并对3岁~15岁幼儿和学生实行
优惠接种。新乡市重点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连续27年保持了无脊灰
状态，连续27年没有报告白喉病例，新生儿破伤风实现消除状态，麻疹、
甲肝、乙脑发病数为个位数，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降至0.5%以
下。新乡市积极实施结核病患者救治优惠政策，对确诊的肺结核患者
提供全疗程抗结核药品免费治疗。

搞好健康教育活动。新乡市大力开展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短信、微信等播放和推送健康知识；开展“健康中
原行·大医献爱心”健康扶贫志愿服务专项行动，目前开展健康讲座近
1000 场，受益人群达 10 余万人；积极开展贫困地区健康促进“321”工
作，近年来，累计开展进乡村、进学校健康讲座1461场，医务人员及家庭
明白人培训率达100%。

搞好公共卫生活动。新乡市将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纳入政府
民生实事，为所有贫困人口落实了免费婚前医学健康检查、孕前优生检查、
孕早期出生缺陷检查等服务项目，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以慢性病综
合防控示范区创建为契机，大力创建健康学校、健康社区、健康单位、主题
公园和健康步道，为大众提供健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健身场所。

通过“四个三”工作模式，新乡市贫困人口县域内就诊率稳定在
90%以上，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稳定在90%左右，因病致贫
人口下降了86.9%，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得到充分保障。

本报讯 （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耿 梅）2022年，洛阳市三级
甲等医院将达到 11 家；2025 年，
全市将实现县（市）三级医院全
覆盖。这是记者 6 月 14 日从洛
阳市卫生健康委获得的消息。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出台了
《关于支持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推 动 卫 生 健 康 事 业 发 展 的 意
见》，助力洛阳市推动健康洛阳
建设提速提质，为建设副中心城

市、打造增长极奠定了基础。
《关于支持洛阳副中心城

市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的意见》提出，加大国家、省项目
资金向洛阳倾斜力度，支持洛阳
进一步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新建伊滨经开区、高新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全面改善妇幼保健
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提升妇幼健
康服务机构孕产保健、儿童保
健、妇女保健等方面服务能力；

重点支持河南省第二儿童医院、
洛阳市中医院伊滨医院、洛阳市
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建设；支持洛
阳利用 2 年时间，创建 1 个~2 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持续推进洛
阳正骨医院中医骨伤科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2025年基本建
成国内领先的专科医院典范；河
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洛阳
市中心医院分别对接中日友好
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

学中心，在呼吸病学、儿童医学
方面纳入省级优质资源，共创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重点支持4个~
5 个专科发展为省区域医疗中
心；支持洛阳建设伏牛山中医药
博物馆；取消省级对洛阳三级医
疗机构设置数量限制，推动现有
6 家三级医院积极创建三甲医
院；今年，洛阳市妇幼保健院、河
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成功
创建三甲医院；到 2022 年，洛阳

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三人民医
院、市第五人民医院和洛阳东方
医院 4 家医院成功创建三甲医
院，使全市三甲医院达到 11 家；
推动偃师市人民医院、伊川县人
民医院、汝阳县人民医院 2020
年成功创建三级综合医院，嵩
县人民医院、宜阳县人民医院
2022 年 成 功 创 建 三 级 综 合 医
院，到 2025 年，实现县（市）三级
医院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王明杰
通讯员陈 静 徐世杰）6 月
12 日，信阳市中心医院举行

“春立阳光计划”揭牌仪式，
正式启动这一惠民项目。

据介绍，该项目由中华慈
善总会和春立医疗合作成立，
是专门为贫困骨关节疾病重
症患者减免人工假体费用的
医疗慈善项目。信阳市中心
医院成为中华慈善总会“春立
阳光计划”豫南地区唯一定点
医院。

该项目在全国范围遴选
关节置换技术水平高、经验
丰富的医院，作为项目定点
医疗机构，旨在为更多贫困
患者提供良好的骨科手术条
件，确保贫困患者在获得人

工关节救助的同时，享受到
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据介绍，借助“春立阳光
计划”项目，信阳市中心医院
携手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开展了“走进革命老区，送去
党的温暖”大型公益活动。

揭牌仪式结束后，信阳
市中心医院骨科主任马海鱼
邀请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的
专家进行了骨科前沿医疗技
术讲座。讲座内容丰富，涉
及创伤、脊柱、关节、骨病、矫
形等领域，紧扣临床实际和
骨科发展前沿，开拓了大家
的学术视野，实现了资源共
享，对信阳市中心医院骨科
诊疗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
作用。

第17个世界献血者日

全省各地爱心人士踊跃献血

本报讯 （记者侯少飞
通讯员刘红建）6 月 14 日，周
口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心血
站联合组织市直卫生健康系
统，围绕“安全血液、拯教生
命”宣传主题，开展了系列大
型宣传活动（图①）。此次活
动旨在让更多爱心人士了
解、支持无偿献血事业，为生
命健康助力加油。

据了解，自1998年《献血

法》实施以来，周口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工
作，切实加强领导，充分发挥
广大医务工作者争做无偿献
血宣传者、示范者作用，确保
该市无偿献血工作始终走在
了全省前列。其间，该市广
大爱心人士用自己的热血呵
护生命，默默无私奉献。全
市无偿献血累计 80 万人次，
持续保障了临床用血。2019

年，周口市供血量冲破记录，
达到23.5吨。该市曾连续10
次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城市”。

当天，300 余名参加活
动的市直医疗机构医务工
作者先后步入采血车，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用生命温润
生命、用生命呵护生命，献
出热血，传递大爱的崇高职
业情操。

周口

本报讯 （记者陈述明
通讯员郭 鹏）为了感谢广大
无偿献血者和志愿者的无私
奉献，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
主义精神，营造无偿献血的
良好社会氛围，6 月 14 日上
午，濮阳市卫生健康委、市献
血办和濮阳市中心血站在中
原油田新蕾公园举办了“世
界献血者日——百人骑行”
宣传活动（图②）。

《献血法》颁布实施22年
来，在濮阳市委、市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大
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濮阳
市无偿献血工作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全市累计 65 万
人次参与无偿献血，献血量
逾170吨。濮阳市连续9次被
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
市”。广大无偿献血者踊跃
参加无偿献血，尤其是在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不畏险阻、
为爱逆行，用热血为抗疫助
力，有力地保障了全市临床
用血安全与需求，为城市增
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为
濮阳市精神文明建设谱上了
和谐的音符。

活动当天，全市各医疗
单位同时在市龙都广场开展
了无偿献血宣传和义诊活
动。

濮阳

←6月14日，焦煤中央医院医务人员参加无偿献血。第17
个世界献血者日，焦作市卫生健康委、市中心血站开展了“安全
血液、拯救生命”宣传活动，爱心人士在活动现场积极无偿献
血。 王正勋 侯林峰 王中贺/摄

本报讯 （记者丁宏伟
通讯员王琳琦 梁少桢）6 月
14 日，驻马店市在爱克广场
主会场及浙江商贸城等分会
场举办了第17个世界献血者
日宣传活动（图③）。

多年来，在驻马店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群众
献血意识逐年增强，无偿献
血率持续攀升，无偿献血事
业健康发展。驻马店市多次
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城市”。

下一步，驻马店市中心

血站将呼吁爱心人士积极
无偿献血，以实际行动传递
爱心，帮助更多的家庭点燃
生命的希望，用爱心为生命
接力，体现无私奉献的大爱
精神，擦亮驻马店市”好人
之城”名片。

驻马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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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达到100%，贫
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生覆盖率
达到100%，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履约服务
率达到100%；以建好三项机制为前提条件，
以抓好三个落实为关键环节，以做好三套体
系为核心要素，以抓好三项活动为有效载体，
基本实现了贫困人口“看得起病，看得上病，
看的好病，少生病”的工作目标，打造了“平时
健康有人管、病时能救治（助）、就医能报销”
的健康扶贫模式。

↓6月13日上午，孟州市卫生健康委、孟州市健康教育所在
市人民广场开展“安全血液、拯救生命”主题宣传活动。在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条幅、摆放展板、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
折页等形式，向群众宣讲了无偿献血的意义及相关知识。

王正勋 侯林峰 郭雪莹/摄

洛阳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信阳市中心医院

启动“春立阳光计划”
本报讯（记者王明杰 通

讯员纪雨辰 谷东方）6月12日
下午，健康中国2030消除丙肝
威胁行动在漯河启动。

健康中国 2030 年消除丙
肝威胁行动由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央、中国患者援助联盟发起。

我国丙肝病毒感染者约
760 万，慢性丙肝患者约 450

万 ，而 疾 病 的 知 晓 率 仅 为
20%。《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治规
划》制定了“到 2020 年大众对
丙肝的知晓率达到 50%、血站
血液丙肝病毒的检测率达到
100%”的目标。

漯河市健康中国 2030 消
除丙肝威胁行动战略合作医院
将做好丙肝的科普宣教与预防

工作，做好患者的义诊筛查工
作，充分发挥医疗技术优势，为
患者提供适宜的治疗方案；加
强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把丙
肝防治的新经验、新理论、新知
识、新技术、新方法传授给医务
工作者，做到丙肝患者的早发
现、早诊断、早治疗，共同助力
实现消除丙肝威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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