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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阳光照进每一个孩子心里让阳光照进每一个孩子心里
本报记者 常 娟 王正勋

“以前，对心理健康问题没有
过多关注时，感觉学生们都很好，
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听了心理
健康副校长的讲座、深入了解心
理健康知识后，发现孩子们并不
是我们认为的那样。”7月初，接受
记者采访时，许昌市魏都区魏都
中学副校长岳小申说。

岳小申口中的心理健康副校
长来自许昌市建安医院。今年 4
月，许昌市建安医院 12 名心理健
康专家被魏都区教体局聘任为当
地17所中小学校的心理健康副校
长。

不同于在学校为学生授课的
心理老师，许昌市建安医院儿童
少年精神医学科副主任关海燕介
绍，心理健康副校长的职责主要
是根据学校的需要，通过开展科
普宣传、心理评估、心理咨询和疏
导，以及开通就诊绿色通道等方
式，为学生、家长和老师普及心理

健康知识，提供更加专业、个性化
的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服
务，以尽早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
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

有了心理健康副校长后，截至
目前，岳小申和同事们共接受了 6
次心理健康“洗礼”，每一次参与
都有新的收获。岳小申回忆说，第
一次讲座，关海燕为老师们讲解了
当前我国儿童心理健康的现状及
儿童容易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更
新了老师们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认知；第二次讲座后，老师们开
始主动关注学生的心理状态，发现
问题及时和关海燕沟通；第三次、
第四次讲座后，老师们开始主动邀
请一些学生家长，共同应对学生可
能出现的心理问题……

“ 今 年 4 月 ，我 们 又 筹 划 了
‘心灵有约·与爱和声’活动，抽取
六年级、七年级的部分学生，让孩
子们写出自己学习生活中和老

师、同学、家长等相处的困惑，由
老师们进行统一归类后，交由心
理健康副校长逐一解答。”岳小申
举例说，“当时，学生们反映最多
的困惑是‘怎么和家长沟通’。”魏
都中学为寄宿制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学校里有六成学生为留守儿
童，他们很少和家长沟通；有的学
生父母在身边，由于怕家长管教，
也不愿意和家长沟通。

针对这些共性问题，5 月 28
日，许昌市建安医院的专家专门
来到魏都中学，对老师、学生及迫
切需要和孩子沟通的家长们进行
了一次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些讲座和活动开展得非
常及时，我们从中受益很大。”岳
小申说。该校 2023 年下半年对在
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共筛
查出30多名有心理困扰或心理问
题的学生，为他们建立了‘一生一
策’档案，并联合学校心理辅导老
师和心理健康副校长对他们进行
个体和团体辅导。今年上半年，
学校重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测
评，筛选出来的需要特别关注的
学生只剩下4名。

受 益 的 不 止 魏 都 中 学 的 师
生，许昌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张艳
告诉记者，许昌市建安医院临床

心理科和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杜贵
平受聘为该校心理健康副校长
后，每月都会来到学校举办健康
讲座，教给老师一些和学生相处
的小技巧。比如，挨批评时，一些
学生情绪反应比较激烈。碰到这
种情况，杜贵平建议老师不要跟
着学生的情绪走，自己也着急、发
怒，而是要先接纳学生的情绪状
态，随后再去解决问题。如果事
件影响比较大，可以在学生情绪
平稳后，通过开班会等其他方式
降低影响。

“轻度的心理问题优先在学
校解决，重度的心理问题则可以
走绿色通道。”许昌市建安医院工
会主席石峰告诉记者。心理健康
副校长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为有中
重度心理疾病的学生提供就诊绿
色通道，并保护学生的隐私。为
此，许昌市建安医院专门设立了
两间学生门诊，试点学校心理有
问题的学生或家长可以直接到学
生门诊进行咨询或治疗。

“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是健
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经济
社会发展和人民健康幸福。”许昌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干静对儿童青
少年心理健康政策如数家珍。

《健 康 中 国 行 动（2019~2030

年）》中有 3 个专项行动方案，包
括心理健康促进行动、妇幼健康
促进行动和中小学生健康促进行
动，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做好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进行了部
署，同时加强了儿童青少年心理
健康保障机制和工作体系建设。

《精神卫生法》《基本医疗卫生与
健康促进法》这两部法律的实施，
为做好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
提供了法律保障。今年 4 月，教
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7 个部
门联合印发了《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
动计划（2023~2025 年）》。该计划
强调多部门联合、医教体融合、家
校社协同，共同促进学生心理健
康。

许昌市卫生健康委积极关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2023
年 5 月，和许昌市教育局联合推
动开展“医校联合·同创共建”共
同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
作，今年 4 月又把该活动进一步
深入，引入了心理健康副校长机
制，其目的就是希望在心理健康
副校长的指导下，以更加专业的
技术开展工作，把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工作做得更扎实，提升师生
的心理健康水平。

河南心血管疾病
省外转诊率下降

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讯员朱之韵）7月6日，
记者从第七届华中心血管疾病大会获悉，河南通过
推进胸痛中心、乡镇卫生院胸痛救治单元和县级“心
电一张网”建设，显著提升了心血管疑难危重症救治
水平。2023 年，河南省心血管疾病省外转诊率由
2020年的10.52%下降到1.35%，下降9.17个百分点。

《2022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改
革开放40年来，中国心血管疾病呈爆发性态势。到
2022年，中国每5个死亡的患者中，有2个死于心血
管疾病。作为我国致死致残的首要疾病，心血管疾

病是社会关注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河南现有冠心病患者约170万人，心脑血管疾病

报告发病率为 877.45/10 万、死亡率为 286/10 万，严
重影响城乡居民预期寿命，带来了沉重的社会经济
负担。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先行者，在中
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的大力支持下，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始终锚定“高水平研究型医院、高质量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双高”目标，立足华中地区心血
管疾病防治工作，努力实现在学科建设、诊疗技术、
科研教学、管理模式等方面与“国家队”同质化发
展。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作为河南省胸痛中心建
设的牵头单位，一直在胸痛中心的建设中起着引领
和示范作用。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黄红霞说，阜外华中心
血管病医院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先行者，
在提升河南省心血管疾病防治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希望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主动融入河南省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借助优势学科和丰富的临床资
源，勇攀医学科学高峰。同时，通过适宜技术推广、
学术交流、远程会诊、培训进修等形式开展专科帮
扶，将医院的先进技术、重点专科、管理经验等优质
医疗资源，引向基层、下沉基层，在基层扎根、发芽，
最终留在基层、服务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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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琦 许冬冬）积极创新
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
制，探索建立疾控监督
员制度，在公立医院、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
办医院设立专兼职疾控
监督员，接受属地疾控
部门业务管理……7 月
5 日，河南启动 2024 年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
度试点工作。

探索建立医疗机构
疾控监督员制度是疾控
体系改革的重要任务，
是深化医防协同、医防
融合机制的重要举措。
河南是国家首批医疗机
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
省份之一。自 2023 年
开始，河南遴选郑州市、
洛阳市 111 名专兼职疾
控监督员分派至河南省
人民医院等 30 家医疗
机构，探索总结了逐级
分层监督体系、协作区
制度、设立实训基地、信
息化技术运用等工作机
制，将监督的法治思维、
疾控的技术支撑与医院
的管理经验有机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有力推
进了试点工作的顺利开
展。

2024 年 6 月，结合
工作实际，河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局、省卫生健
康委联合下发《关于开
展 2024 年医疗机构疾
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的通知》，对试点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人员选派、
职责分工、试点范围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全省试点
工作将推广至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每
个试点地区应至少选择 2 个县（区）作为试点区域。
试点地区应当选择县（区）内传染病医院、二级以上
公立医院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作为试点单位。每
个试点市原则上选取不少于10家医疗机构（含5家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作为试点单位。

在人员选派上，河南明确了专兼职疾控监督员
设立方式和条件。专职疾控监督员原则上由各级
疾控部门从本部门和疾控机构（监督机构）等具有
专业技术人员的相关单位中遴选产生，兼职疾控监
督员由医疗机构推荐产生。在派驻方式上，各级疾
控部门原则上在二级以上医院派驻1名专职疾控监
督员，可采取“一对一”“多对一”“多对多”等方式向
其他医疗机构派驻专职疾控监督员。在职责分工
上，河南发布了《河南省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工作
职责清单》，明确了疾控监督员沟通协调、检查指
导、协助配合三大工作职责和 38 条工作内容，为疾
控监督员履职提供了遵循和依据。此外，专职疾控
监督员经授权到试点医疗机构履行协助传达疾控
部门关于医疗机构落实医防融合、开展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的指令和要求，对医疗机构落实疾病预防控
制责任及相关业务工作适时开展指导检查等职责，
兼职疾控监督员对本单位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开展
自查，协助配合专职疾控监督员开展相关监督检查
工作。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疾病
预防控制局党组书记、局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党委书记郭万申说，探索建立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
制度，是推动医疗机构自我监督与政府监督更好结
合、实现资源要素最大程度共享的有益尝试，是创
新医防融合工作机制、推进医防融合持续深化的全
新路径。各地要因地制宜，扩大人员遴选渠道，探
索优化人员配置数量和组合形式，围绕三大工作职
责 38 条工作内容，明确疾控监督员职责，确保监管
不缺位、履职不越位，发挥好排查员、指导员、宣传
员等作用，架起疾控部门、卫生健康部门、疾控机
构、医疗机构的沟通桥梁，让医防协同、医防融合落
地见效。

“全省主动脉疾病诊疗技术
和理念亟待普及和提高”

本报记者 冯金灿 通讯员 阚宗兵 弓 华

“全省主动脉疾病诊疗技术和
理念亟待普及和提高，当务之急是
提高患者的存活率及远期治疗效
果。”7 月 6 日，河南省胸科医院名
誉院长王平凡在专题讲座中发出
呼吁。

7 月 5 日~6 日，由河南省胸科
医院、河南省大血管疾病诊疗中心
主办的第八届中原大血管高峰论
坛暨 2024 年大血管疾病诊疗新进
展研讨会在郑州举办。会议采用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
胸腹主动脉瘤、急性A型主动脉夹
层等临床诊疗难题，邀请国内外专
家交流探讨大血管疾病诊疗的新
理念、新技术、新方向，共同提升大
血管疾病的临床诊疗水平。

据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
学分会侯任主任委员孙立忠介绍，
此次会议邀请了美国休斯顿贝勒
医学院（世界著名大血管诊疗中
心）及北京、上海等地的专家学者
进行交流探讨，为活跃在大血管外
科临床一线的专家同道们提供了
参考和借鉴。

据王平凡介绍，近年来，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随着人口老
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心血管疾病已
成为危害我国群众健康的第一大
杀手。大血管疾病非常危险，治疗
不及时就会危及患者生命。此次
会议，一方面，是把国际上先进的
诊疗理念和技术带到河南来，提高
全省的大血管疾病诊断和防治能
力；另一方面，是借此提醒大家重
视大血管疾病，实现早诊断早治
疗。

“河南省胸科医院经过 20 多
年的深耕，对主动脉疾病的诊疗
已形成规模，年手术例数达 1500
多例，位列全国第三。其中，每年

的A型主动脉夹层手术已超过600
例，位列全国第一。”河南省医学
会心脏大血管分会副主委、河南
省胸科医院大血管外科主任张力
说，“主动脉疾病的治疗仅靠几家
大医院是不行的，面对大量的急
诊急症患者，希望主动脉诊疗技
术能在地市级医院得到普及、水
平得到提高。”

“由于大血管疾病固有的特点
及腔内治疗困难，多数患者需要外
科开放手术治疗。但开放手术不
仅创伤大、并发症发病率高，患者
死亡率也高。我们应该根据患者
疾病分型个性化优选手术策略，并

在治疗中高度重视重要脏器的保
护。”王平凡说，“因此，术中应尽可
能一次性替换范围更广的原主动
脉组织。”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
外科主任医师于存涛提醒，在腹腔
主动脉替换术中，根据相邻的分支
位置，采取岛状
吻合可简化手
术操作，减少分
支缺血时间，缩
短手术时间。

此 外 ，王
平凡还向与会
嘉宾介绍了河

南省胸科医院近年来在大血管疾
病外科诊疗方面取得的成果。多
年来，河南省胸科医院坚持举办中
原大血管高峰论坛，旨在搭建高质
量学术交流平台，共同探索大血管
疾病诊疗的新方法、新途径，为更
多患者带来健康。

→日前，南阳市中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秦涛带领该院30
余名住培学员参加规培办举办的夏季野外采药实践活动。
此次活动用时近7小时，大家徒步10余公里，一起寻找、认识
并了解了丹参、绞股蓝、玉竹、黄精、何首乌、白头翁、灵芝等
几十种中草药。采药归来，南阳市中医院组织住培学员对采
集的中草药进行归类、整理，由秦涛再次授课，进一步加深学
员对中草药的了解。 乔晓娜 李 楠 贾小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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