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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施策 守护慢性病患者健康
——汝州市打造慢性病管理“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王 平 通讯员 王文璐 李园园 文/图

“咱们医院技术好，服务贴
心，令人信服！”何大爷是位年
逾古稀的老人，不重视定期体
检。一次偶然的机会，何大爷
参加了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
务集团慢性病管理中心组织的
免费健康筛查，正是这次筛查
改变了他的健康理念。

“得知我罹患癌症时，我心
中想了很多，家里还有孩子需
要上学，开销本就巨大，这治疗
费用得多少？”何大爷在知道筛
查结果后，内心无限忧虑。

在这关键时刻，慢性病管

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
何大爷取得了联系，根据他的
筛查结果，详细介绍了与癌症
相关的医保政策，及县域内治
疗的诸多优惠措施，并为何大
爷开启了绿色通道，请集团总
院经验丰富的专家会诊，安排
最佳的治疗方案。

得益于医护团队及时介入
和治疗，何大爷的病情得到了
有效控制。

全程为何大爷服务的汝州
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
慢性病管理中心，成立于 2021

年 3 月，秉承“防治结合，预防
为主”的理念，是汝州市规模最
大、功能最全的以“防病为主”
的健康管理中心。该中心自成
立以来，坚持“六字方针”（防、
筛、诊、治、管、康），通过不断
完善工作机制，优化健康筛查
流程，构建了医防融合的创新
模式与上下联动的协同机制，
有效地推动了分级诊疗体系，
保障了医疗资源的高效配置
与合理利用，实现居民健康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

“各位叔叔阿姨，像情景
剧里张婆婆的头晕症状，你们
有过吗？你们知道高血压病
有哪些症状吗？”慢性病管理
中心工作人员王蓓蓓问道。
一位女士迅速回应：“我知道，
除了头晕，还会有头痛的感
觉，我之前就发生过。”王蓓蓓
继续提问：“阿姨您真聪明，那
您了解这种病症是如何形成
的吗？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和
治疗呢？”

“未病先防，我们中心先
后在院内、乡村、城区等地开
展千余场、覆盖30万余人次的
科普教育及健康指导活动，帮
助群众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只有改
变群众传统的被动就医观念，
提升健康意识，才能真正提升

生活质量。”慢性病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郭旭珞说。

“只有走到群众中间，才能
将慢性病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该中心负责人颜琳琳说。为
此，他们结合汝州当地医疗卫
生情况及医共体现状，以体格、
血液、心电、彩超“四筛查”项
目为切入点，与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乡村医生“手牵手”，深
入乡村开展全面的慢性病筛
查，并为群众建立健康档案，打
造了从信息采集、健康科普、现
场体检、解读报告、随访管理的

“一条龙”服务。3 年来，该中
心已完成 270 个行政村的筛
查，阳性率86.58%，其中筛查出
高危人群2420例，完成了22万
余人次的随访。

“您平时一定要注意休息，
如果心脏不舒服，赶紧和我们
联系，千万别忍着。”慢性病管
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重点人
群进行用药和生活方式指导。

据悉，该中心构建县、乡、
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紧密联动
的高效管理模式，组建“1+1+
N”健康管理团队，与家庭医生
定期入户家访，对亚健康人群
开展电话回访、对筛查出的重
点人群组织院内复诊，对各村
筛查的高发病种结合乡村医生
进行长期的追踪质控等，通过

“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把慢
性病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对于重点人群，该中心还
组织专家安排健康干预方案，
并依托信息化，实施分类分层、
分级分标的精细化动态跟踪管
理；组织临床科室专家，开发个
性化健康服务包，精准实施诊
疗服务与康复指导，降低了疾
病的发生率与并发症风险。

据了解，截至目前，该中心
的健康筛查复诊共计 74596 人
次，健康管理共 46292 人次，复
诊率达 90.82%，其中筛查出重
特大疾病患者 203 人，其中包
含颈动脉狭窄、甲状腺癌、乳腺
癌、肝癌等疾病患者，挽救了数
百个家庭的幸福安康。

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慢性病
管理之路，也让汝州市第一医
疗健康服务集团慢性病管理中
心收获了群众的赞誉。

汝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党委书
记胡现增说：“慢性病管理不能

‘慢’，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
总院作为河南省首批县级三级
综合医院和县域医疗中心，我
们始终以实现健康管理全覆盖
为己任，让群众从被迫就医向
主动健康理念转变，我们也将
再接再厉、持续发力，为群众的
健康保驾护航。”

↑近日，在平顶山市新华区焦店镇焦店村卫生室，新华区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孟召等人将智能加压型血压计和检验耗材等送
到该村卫生室。此举受到该村卫生室医务人员和群众好评。 王 平 孙晓兵 刘站强/摄

爱心托管班 服务暖人心
——新野县人民医院开展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系列活动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郭 楠 葛婉婷

“爱心托管班有各种活动，
我可以和小伙伴一起玩，还可以
学到很多知识，我非常喜欢这
里。”在新野县人民医院暑期爱
心托管班里，小朋友乔芊（化名）
说。

乔芊的父亲乔培和母亲张
娟都是新野县人民医院的职工，
和其他同事一样，忙碌的工作让
他们无暇顾及放假在家的孩
子。“孩子的爷爷奶奶岁数大了，
没办法帮忙照顾孩子，孩子又太
小不能单独留在家里，多亏了医
院今年举办的托管班，孩子在里
面吃得好、学得好、玩得好，我们
没有了后顾之忧，也能全身心投
入工作中。”乔培说。

今年暑期，为切实缓解医院
职工“带娃难”的问题，新野县人
民医院党委未雨绸缪，院办公室

多方协调，院工会积极运作，前
期对临床、医技、行管、后勤等部
门职工进行走访座谈，了解职工
对托管位置、课程设置、就餐、接
送等方面的需求。考虑到托管
的专业性和安全性，医院实地
考察了附近3家优质幼儿园，经
过综合评价，选定了北京红黄
蓝幼儿园。起初，幼儿园只接
收 3 岁~6 岁儿童，为保障有托
管需求的职工都能符合幼儿园
的托管条件，院工会多次到幼
儿园协商，最终将年龄放宽至3
岁~10 岁，并在接送方式上约
定，幼儿园每天早上 7 时 40 分
在医院接孩子，18 时将孩子送
至医院，节约了职工接送孩子
的时间，同时还对开设课程、费
用、餐饮、保险等方面进行交
涉，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本期托管班时间为 7 月 29
日~8月28日，共接收了112位职
工子女。托管班根据孩子年龄
分设小班、大班、幼小衔接班，每
班配备 1 名保育员、2 名专任老
师和 1 名志愿者。托管班老师
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求，从
文化、艺术、运动等方面安排课
程，并由专业老师进行授课。孩
子们学得认真、玩得开心，更好
地帮助其开阔视野，提高综合素
质。

除托管班以外，新野县人民
医院工会还组织开展了“诵国学
经典 建书香家庭”亲子诵读暑
期班，是托管班活动的又一延
伸，75个家庭欢聚一堂，共读中
华经典，聆听古诗书韵。该活动
已连续开展两年，参与人数逐年
上升，以集中授课、云上诵读等

多种形式进行，共计3周。
在活动现场，老师采用互动

提问、才艺展示、故事分享等方
式，寓教于乐，对前期国学经典
学习成果进行巩固，帮助大家及
时查漏补缺。孩子们聆听着精
彩的篇章，感受着中华民族灿烂
的经典文化名篇。此次活动，重
点讲解了成语“一鼓作气”的历
史典故，老师带领大家诵读古
诗，并讲解了其背后的历史故
事。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
释传统文化，使大家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带领大家奔赴了一场“穿越
千年的文化盛宴”，让孩子们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激发
其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

“医院举办的诵读班是院工
会对职工家庭的关心、对青少年

成长的关爱，既丰富了孩子们的
暑期生活，增进了亲子交流，同
时为孩子们打开了学习传统文
化的窗口，更好地了解传统文
化，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营造
了良好的氛围。”医务人员陈冬
梅说。

“无论是托管班，还是国学
诵读班，我们希望在医院、幼儿
园、家庭三方的紧密配合下，让
孩子们收获知识，收获友谊，度
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暑假；让
职工们少一分忧虑，多一分安
心，能全身心投入工作，全力为
患者提供更加安全、有效、温馨
的服务。下一步，医院工会将继
续以服务职工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做好保障工作，提升职工的
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新野
县人民医院工会主席郭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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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娟）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
印发《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
参考标准》（以下简称《参考标
准》）。从基本条件、功能布局、医
疗服务等 7 个方面明确了建设参
考标准。《参考标准》要求，重点中
心乡镇卫生院至少能识别和诊治
中医病种 50 种以上，能够开展物
理治疗和中医医疗技术治疗项目
30种以上。

根据《参考标准》，重点中心
乡镇卫生院所在乡镇应为县级政
府所在地之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原则上乡镇卫生院
服务能力已经达到推荐标准。服
务人口原则上不少于 10万人，与
县（市）人民医院距离10公里以上
或车程 1 小时以上。床均业务用
房面积不少于55平方米。

在门诊和住院服务方面，《参
考标准》要求，通过3年~5年建设，
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年诊疗人次
达到所在地县级医院的15%以上，
入院人次达到所在地县级医院的
10%以上。至少能识别和诊治100
种以上的常见病、多发病，其中门
诊和收治住院病种 80 种以上、中
医病种50种以上。

《参考标准》要求，重点中心
乡镇卫生院要强化特色科室建
设，增强康复医学、老年医学、骨
科、中医科、儿科等特色专科服务
能力，至少有 1 个市级特色科室，
特 色 科 室 住 院 人 次 占 比 大 于
30%。重点中心乡镇卫生院配备不少于10种中医诊疗和康复
设备。各临床科室均有中级职称及以上医师。中医类别医师
不少于5名。

■基层快讯

■基层技术

温县人民医院

切除超大听神经瘤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
讯员任怀江 郑雅文）日前，历
时10小时，温县人民医院神经
外科团队，成功为一位听神经
瘤患者切除了一个超大肿瘤，
并保留了患者的面神经功能。

61 岁的患者张先生，3 年
来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侧面部
阵发性电击样疼痛，伴右侧听
力减退、视物模糊，来到温县
人民医院就诊。患者入院后，
检查结果显示右侧桥小脑角
区占位性病变，专家诊断为听
神经瘤，大小为 3.8 厘米×4.0
厘米×5.0 厘米。直径大于 5
厘米的巨大听神经瘤，肿瘤全
切难度大，面瘫发生率高。

该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杨纪明、神经介入科副主任医
师张波，在北京专家的帮助
下，为患者进行“右侧桥小脑
角占位病损切除术+颅骨修补
术”。

术中，医务人员运用电生
理监测技术，发现肿瘤与后组
颅神经粘连明显，部分面神经
瘤化。神经外科团队借助于
显微镜的精准操作，慢慢剥离
肿瘤，历经 10 小时，终于做到
了肿瘤全切，并保留了患者的
面神经功能。

术后，在医务人员的精心
治疗下，患者恢复良好，不日
即可出院。

嵩县中医院

开展“茶药同源”交流活动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
讯员李维娜 王义飞）8 月 26
日，嵩县中医院邀请“非遗”拈
花微笑茶道传承人宝善茶师
及团队来院开展“茶药共宗，
药食同源”交流活动。

在活动中，宝善茶师详细

介绍“非遗”拈花微笑茶道文
化。

嘉宾们通过“三饮吃茶
法”，亲身体会茶道中蕴含的
宁静与平和，以及“茶药同源”
的养生之道，并从不同的角度
分享各自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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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朱晓
娟 通讯员彭艳梅）“健
康家庭就是遵循发展规
律，科学育儿，这也是

《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家
庭责任的核心。”近日，
灵宝市第二人民医院心
理咨询团走进朱阳镇，
为全镇各村妇联主任，
开展了以“健康家庭，幸
福人生”为主题的家庭
教育讲座，解读《家庭教
育促进法》。

心理咨询师许雪琴
分别从中国家庭教育现
状、健康家庭的概念，以
及经营健康家庭的智慧
与艺术 3 个方面，用一
个个鲜活的案例，指出
当前未成年人心理问题
高发、违法犯罪率上升
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
展，家庭结构的变迁，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权责
不清、责任倒置，以及家
长的家庭教育意识和能
力缺失，阐释每个人都
要有“家庭命运共同体”
的理念：每个人都好，家
就和谐幸福；一个人不
好，家庭就不得安宁，社
会也不稳定。

在课堂上，专家用
人体雕塑的方式，形象演示指责
式、讨好式、超理智、打岔型等常见
的家庭沟通模式，给家庭成员带来
不同的感受。让家长体会到，对孩
子的不同教育方式，给他们的性
格、品德及未来发展带来的影响。

医务人员为老年人进行用药指导

安阳市文峰区卫生健康委

为失能老人提供上门服务

本报讯（记者张治平 通
讯员张伟龙）8 月 26 日，安阳
市文峰区卫生健康委启动了
失 能 老 年 人“ 健 康 服 务 行
动”，截至目前已对 150 余位
失能老年人开展健康服务。

文峰区卫生健康委结合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组织医

疗卫生机构为全区失能老年
人提供上门健康管理服务。

医务人员上门对失能老
年人的身体状况、用药情况等
进行全面了解，并进行健康监
测和指导。此外，医务人员给
失能老年人家属普及了翻身、
保持口腔卫生、预防压疮等护
理知识。

卫辉市中医院

接受双核心指标督导检查

本报讯（记者常俊伟 通
讯员甘立振）8 月 26 日上午，
卫辉市中医院接受中医药特
色、基础管理双核心指标督
导检查。

专家组分为 5 个小组，对
卫辉市中医院的基础设施、
人员配备、服务能力、安全保

障、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
考核评价。

在现场检查的过程中，
专家组对卫辉市中医院进行
了指导，对工作中存在的亮
点和优势给予肯定，并对工
作中的不足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