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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卜俊成）记者
7月28日从郑州市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工作会上获悉，自8月起，郑
州12岁~17岁人群可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按照工作计划，全市在
今年10月底将实现12岁以上常

住人口接种率达到 92%，接种目
标任务为979.25万人。

根据工作安排，郑州市将
于 8 月重点完成 18 岁以上人群
第一剂次接种，同时开展 15 岁~
17 岁人群第一剂次接种；9 月开

始开展 12 岁~14 岁人群第一剂
次接种，同时完成 18 岁以上人
群全程接种任务；10 月重点开
展 12 岁~14 岁人群第二剂次接
种。

本次 12 岁~17 岁人群使用

的新冠病毒疫苗是经国家有关
部门批准、可用于该年龄段人
群的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包括
国药中生北京所和北京科兴中
维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灭活疫
苗。目前，我国已完成灭活新

冠病毒疫苗 3 岁~17 周岁人群的
三期临床试验，表明疫苗是完
全可靠的，完成两剂次接种后
保 护 效 果 良 好 。 截 至 7 月 26
日，郑州已经接种第一剂 775.54
万人。

本报讯 （记者卜俊成 通讯员
李 蓓）7月27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印发通知，就进一步加强儿童微量元
素检测监督执法做出明确要求，不得
将微量元素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
目，以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儿童微量
元素临床检测，更好地维护广大儿童
的健康权益。

通知指出，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儿童微量
元素临床检测的通知》对儿童微量
元素临床检测工作提出过明确要
求，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
诊疗规范、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
操作规范和行业标准等要求，严格
规范儿童微量元素检测工作，非诊

断治疗需要，不得针对儿童开展微
量元素检测，不得将微量元素检测
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儿童微量元素
检测的监督执法工作，对违反上述规
定开展检测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医务
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本报讯 （记者杨 须 通讯员刘占峰
苏 佳）“救灾防疫重点在快，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重点在严。”7月28日下午，在省疾控
中心召开的疫情防控与救灾防疫工作会议上，
省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周勇说，灾后防疫抢的是
时间，必须做到“预警早、措施快、监测严”。

为了认真落实河南省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和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省疾控中
心就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和洪水灾后卫
生防疫工作任务再部署再细化再落实，要求全
省疾控系统提高政治站位，保持高度警惕，坚
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精准防控与局部应急
处置相结合，加强分析研判，因时因势调整常
态化疫情防控着力点，完善细化重点地区、重
点场所、重点人群的常态化防控措施；紧盯疫
苗接种，对接种工作人员要加强培训，同时利
用宣传手段提高群众接种意愿；各级医疗卫生
机构应充分认识、保持警惕，加强对中高风险
地区返豫人员管理，强化重点环节防控，完善
各项应急预案；切实抓好卫生防疫，抓好受灾
群众的帮扶救助工作，加强临时安置点管理，
全面开展消杀、环境卫生、饮用水和食品安全
监测工作，提升卫生应急能力。

下一步，疾控系统要做好灾后防疫工作，消
杀要到位，因地制宜开展消毒、物品下发和虫媒
监测工作，做好调度，用好社会力量；信息报告
要到位，更加密集地监测疫情，做好“日报告”工
作，同时指导基层报告工作；要统筹协调，做好
各部门应急值守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科
普宣传；要注重安全生产问题，尤其是单位自身
防疫、电路等；全力加强各项救援工作。同时，
还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周勇说，救灾重点在快，各项措施要加快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在严，要形成合力，有力有效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工作作风要硬，
干部职工要发扬连续作战作风，打好灾情、疫情“双防控”这场硬仗。

本报讯（记者朱晓娟）绿豆、薏米、
大豆、花生……7月26日中午，一辆满载
尚堂杂粮的货车缓缓驶入扶沟县崔桥镇
一中的灾民安置点。这是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派驻上蔡县重阳街道尚堂社区的驻
村工作队为扶沟受灾群众送上的一份爱
心（如图）。

沙河、颍河、贾鲁河三川交汇于周
口，扶沟县位于贾鲁河下游，自7月19日
以来，扶沟县连降暴雨，同时面临上游向

贾鲁河泄洪，承担了较大的防汛压力。
连日来，周口防汛情况和转移安置

群众的生活备受关注。省卫生健康委驻
上蔡县重阳街道尚堂社区的工作队队员
和社区几位干部利用村办企业，第一时
间组织社区居民进行生产，并赶制出总
价值11万多元的优质杂粮，援助扶沟受
灾群众。

7 月 26 日 11 时许，救灾物资到达安
置点后，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派驻上蔡县

重阳街道尚堂社区第一书记宋俊峰等人
顾不上喝水，就与扶沟县崔桥镇的志愿
者一起紧张忙碌地卸下一车杂粮。

宋俊峰说：“为了让受灾群众有饭
吃，而且吃得更健康，我们专门加工了可
以解暑的绿豆、除湿的薏米等杂粮。听
说灾民安置点有1500多人，基本都是老
人、儿童，还特别安排了老人和孩子爱吃
的玉米糊糊、花生、红豆等，希望能给他
们送去安慰和温暖。”

本报讯 （记者常 娟 刘
勇）“预防性消毒处理原则有哪
些，如何做到精准消毒，避免过
度？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
面、帐篷等是否需要喷洒消毒？”
7月29日下午，卫辉市人民医院
病房楼会议室内响起一阵阵热
闹的问答声。

当天，卫辉市各乡镇政府、
市直有关单位、医疗卫生机构负
责爱卫工作的有关人员，认真听
取省疾控中心卫生防疫队第三
防控组环境消杀专家张文豪关
于洪涝灾区预防性消毒技术规
范的解读，以及新乡市疾控中心
副书记杜永芳对新乡市洪涝灾
害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解读。

“环境消杀对于灾区防疫非
常重要，我们每天在做消杀工作
时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些地方是
否需要消杀，喷洒多少药合适，
专家的讲解很好地解答了我们
的疑问。这边培训完那边立即
投入工作，碰到问题再及时咨询
专家，这次培训非常实用。”在培

训现场，一位参加培训的人员告
诉记者。

这边培训课堂学习氛围浓
厚，那边卫辉市人民医院的消杀
工作也马不停蹄。记者在现场
看到，消杀防疫作业车对院区绿
植、垃圾箱等快速成片消杀，不
留死角。

据第三防控组传染病专家
李孟磊介绍，第三防控组7月28
日中午抵达卫辉以后，下午就马
不停蹄地走访调查卫辉市城郊
乡第五完全小学、后河镇一中、
后河镇台上第五完全小学、后河
镇滹沱完全小学，进行卫生防疫
工作指导。专家组发现，当地政
府及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员渴
望学习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与环
境消杀知识，遂与新乡市卫生健
康委沟通，专门举办了这个培训
班，全面增强卫辉市各相关单位
工作人员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与
生物消杀知识水平，有效做好灾
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与环境消
杀工作。

本 报 讯 （记 者 常
娟 通讯员曹 咏）“之前
是 我 们 援 助 新 疆 ，如 今
我 们 有 了 灾 情 ，新 疆 人
民 又 来 帮 助 我 们 ，这 正
是一家人浓浓亲情的体
现！”7 月 27 日凌晨 0 时
30 分，哈密职业技术学
院 医 护 系 副 主 任 、郑 州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以
下 简 称 郑 大 一 附 院）援
疆 医 务 人 员 代 表 、原 郑
东院区急诊科护士长范
超林情绪激动。

当天，哈密市政府工
作人员携两辆货车日夜兼
程，跨越 2400 多公里，为
郑大一附院送来了消毒
液、哈密瓜、面包、牛奶等
爱心物资。当装满爱心物
资的两辆货车到达郑大一
附院河医院区门诊广场
时，现场数百名医务人员
及志愿者送上了雷鸣般的
掌声。

“在郑大一附院复工
复 产 的 关 键 时 期 ，新 疆
哈密人民在几千里之外
还 牵 挂 着 我 们 ，跨 越 千
山 万 水 驰 援 郑 州 ，这 让
我们非常感动。豫哈一
家亲，患难见真情，哈密
人民的深情厚谊值得永
远铭记。我代表郑大一
附院全体干部职工向哈
密人民表示衷心感谢。”
郑大一附院院长刘章锁
激动地说。

哈密市代表说，哈密
是河南十年对口援疆地
区，多年来河南为哈密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 献 ，哈 密 人 民 心 怀 感
激，这次河南的灾情也牵
动着哈密人民的心。经
过哈密全市上下紧急动
员，哈密人民积极捐款捐
物，为河南的亲人送来了
温暖。

卫辉市受灾，50多岁的他被
救出来时，已在水中待了 30 多
个小时，身上出现大片皮损，双
腿神经疼痛，行走困难；双亲中
一位80多岁，一位90岁，卧病在
床需要人照顾。

在安置点生活，吃穿有保
障，他最渴望的是有人帮助自己
解除病痛。

7月29日18时，他的这一心
愿终于实现了。新乡市新区小
学安置点来了一支医疗队，队员
共有 8 人，不仅为群众把脉、刮
痧、耳穴压豆，还发放中药、驱蚊
香囊……

他仔细上前询问得知，原来
是省里的医疗队——河南省中
医院中医防汛救灾医疗队。他
一股脑地把自己的烦恼告诉了
医生。

医生仔细查看了他的皮肤
问题，把脉问诊，为他开了处方，
并让他领到了内服外治的免费

中药。
一连串的感谢之后，他不好

意思地提出请求：“我父母在四
楼，不方便下楼，俩人身体不好，
医生能否去瞧瞧？”

义诊医生赵巍爽快地答应
了他的要求：“我们这边一忙完
就去瞧。”

他悻悻地走了，边走边回
望，心里还担忧着医生能否兑现
诺言。

20时，同房间的其他“室友”
在玩牌娱乐，他却牵挂父母的身
体，感叹医生是否食言。

10 分钟后，一群穿着绿色
制 服 的 人 员 走 进 他 的 安 置
室。他定睛一看是为自己看
病的医疗队队员，神情立刻放
松下来。

“你们来啦？这位是我的母
亲，80 多岁了，刚吃了药，睡下
了。你们瞧瞧？”

队员们上前轻轻呼叫老人，

老人无应答，为其把脉，发现老
人的右手水肿。

“昨天下午她的手就肿起来
了，到现在都没有好转。”他连忙
说。

把脉查体后，医生告诉他，
老人可能得了卒中，情况不太
好，安置点医疗条件有限，老人
需要尽快到医院治疗。

他面露难色，父亲身体也不
太好，住在同一个安置室，若把
母亲送往医院，父亲该由谁来照
顾？

“先拿个软的枕头或纸巾，
把老人的右手垫高，看一下血液
回流情况，估计明天肿胀会稍微
缓解。明天一大早我们就抽时
间来看你们，然后再确定是否需
要去医院？”医疗队队长李永亮
说。

“好的，谢谢医生，你们辛苦
了，这么晚还来看我们。”他忙不
迭地道谢。

“老乡们，你们谁还没有领
到中药？这个药可以预防感冒，
提高身体免疫力，用温水冲服搅
拌均匀就可以喝。”医疗队队员
董洁询问。

“啥中药？我这儿还没有领
到。”安置室一位灾民说。

董洁快速地把药递给老乡，
详细地告诉她药的功能和服用
方法……

走完一个安置室，又来到另
一个安置室，为行动不便的老人
查体、问诊、送药，再安抚他们，

“放心，医疗队明天上午不走，晚
上还有两个人在医务室值班，大
家有什么需求可以到医务室或
明天来义诊现场”。乡亲们露出

了满意的神情。医疗队忙完这
一切，已是21时许。

“饭菜都凉了，还在义诊；这
个点的工作人员还在忙着送药，
护送医疗队下楼。”他说，医务人
员也挺不容易的。

据统计，18 时~21 时许，医
疗队共义诊群众300余人次，开
处方200余张，现场发放防疫颗
粒 500 余盒（每盒 3 天的用量），
各种应急中成药520盒，省中医
院自制避秽祛浊香囊200个，耳
穴压豆、刮痧、穴位按摩等治疗
感冒、失眠、颈肩腰腿痛、湿疹、
头晕 80 余人次，处置外伤感染
20 人次，个体化用药方案指导
50人次。

河南：不得将儿童微量元素
检测作为体检等普查项目

违反规定者将被严肃处理

郑州12岁~17岁人群
8月起可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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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受灾群众的就医历程
本报记者 常 娟 刘 勇

本报讯（记者卜俊成 王明
杰 常 娟 刘 勇）7月29日，郑
州、漯河、新乡等地发布疫情防控
提醒，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全距
离，合理安排出行，不扎堆不聚
集，以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
风险。

近日，江苏南京等地升级为
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已确定本土
病例171例，并锁定为传染性强、
防控难度大的德尔塔变异病毒。
同时，多地报告有张家界市旅居
史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员。

为此，郑州、漯河等地发布紧
急提醒：广大市民要时刻保持良
好的个人防护意识，注意饮用水
和食品卫生，做好家庭消毒，自觉
遵守公共场所戴口罩、少聚集、保
持社交距离等防疫要求；做好个
人和家人的健康监测，一旦出现
发热、咳嗽、腹泻、乏力等症状，请

勿当成普通感冒自行治疗，应佩
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及以上级别口
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
排查和诊疗，如实告知个人旅居
史、活动史和接触史，就医过程中
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符
合条件的市民，应尽早根据安排
全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时刻留
意中高风险地区调整变化情况，
往返中高风险地区者均要提前报
备；如非必要，不出境和不要前往
中高风险地区。

7 月 29 日，新乡市疫情防控
指挥办公室下发文件，要求做好
安置点疫情防控。各洪涝灾害临
时安置点人员要进行全员核酸检
测，及时补种新冠病毒疫苗，坚持
每天测温、佩戴口罩，落实每天两
次消杀、两次巡诊检查制度，对体
温异常疑似人员及时转诊治疗，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筛查。

河南多地
发布疫情防控提醒

省卫生健康委上蔡驻村工作队

向扶沟捐赠价值11万元的杂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