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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降解金属覆膜支架
首次用于先心病治疗

本报讯 （记者丁 玲 通讯
员邢永田）近日，阜外华中心血管
病医院专家团队，运用可降解金属
覆膜支架，为16岁的先天性心脏
病患者解决了主动脉弓缩窄难题。

患者小高的血压忽高忽低，
2023 年因其他疾病入院治疗时，
又被发现心脏结构有问题。因没
有出现发绀等症状，心脏病并未
引起她和家人的注意。

数天前，小高突然晕厥，并出

现口唇发紫等症状，家人赶紧把
她送医。病情稍微稳定后，家人
把她送到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
院，找到结构性心脏病二病区副
主任宋书波。

经过进一步完善检查，专家
发现小高患有主动脉弓缩窄先天
性心脏病，必须尽快手术。

考虑到小高还处于生长发育
的关键阶段，经过多学科专家会
诊，宋书波等专家决定为她实施

铁基可降解金属覆膜支架植入
术。术中，植入的金属覆膜支架
可自我降解吸收，吸收后不留痕
迹，并可彻底恢复血管自身功能，
患者不用终身服药，不会影响以
后的治疗或手术。

手术中，在专家们的精准操
作下，金属覆膜支架被输送到预
定位置，慢慢把缩窄部位撑开，打
通了生命通道。术后，小高血压
稳定，不适症状消失。

““小小””托育破解托育破解
职工职工““带娃带娃””大难题大难题

本报记者 张 琦 常俊伟

“幸亏有了这家幼儿园帮
我们看娃，让我们上班再也没
有后顾之忧！”8 月 23 日 7 时 30
分，新乡市新乡县心连心幼儿
园内，一名一岁半幼儿的母亲
告诉记者。记者来到园内发
现，多名一两岁幼儿在专业育
婴师陪伴下进行感统训练。4
年多来，这所幼儿园已招收 400
多名3 岁以下幼儿，解决了附近
居民的后顾之忧。

据新乡市卫生健康委人口
家庭发展科科长常洪涛介绍，新
乡市鼓励发展多元化托育服务
模式。比如，依托社区提供婴幼
儿照护服务，支持用人单位提供
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有条件的
幼儿园举办婴幼儿照护服务，鼓
励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机构等。
以河南心连心化学工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为例，从 2020 年至

今，该公司工会依托心连心幼儿
园，将3岁~6岁学前教育延伸至
3 岁以下托育服务，累计招收 3
岁以下婴幼儿 400 余名，其中公
司职工子女占69.4%。托幼一体
化的优质服务，从根本上解决了
职工的后顾之忧，实现工作、带
娃“两不误”。

宽敞的活动场地，整洁明
亮的活动室、舞蹈室和功能性
教室……8 月 20 日 10 时许，记
者来到心连心幼儿园时，正好
是 2 岁~2 岁半孩子们的集体活
动时间。45 个孩子在老师的
带领下有序排队走出教室，分
班级、分区域开心地做游戏。

与普通幼儿园相比，这里
更像是一个温馨的“家”：室内、
室外随处可见模拟的生活场
景，家具的拐角、台阶的高度也
都进行了适儿化改造，开设了

奥尔夫音乐、感统训练等符合 3
岁以下婴幼儿年龄特点的课
程，专业教师及保育员无微不
至的照护，让孩子们在这里安
全感十足。

心连心幼儿园园长陈燕告
诉记者，该园为河南心连心化
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的普惠性托育园，依托心
连心社区建立，2021年7月在卫
生健康部门正式备案，目前拥
有教职工 60 人，其中心理咨询
师 2 人、专业教师 25 人、保育员
16 人、专职保健医生 2 人、专业
育婴师2 人，全力保证婴幼儿健
康成长。

“我家孩子一岁了，但是我
们觉得宝宝太小，不放心送他
去托育园。自从我婆婆带我来
心连心幼儿园参观后，我觉得
孩子在这里比在家里强太多
了。”赵女士家住心连心社区，
老公在外地工作，来心连心幼
儿园参观过后，她放心地带着
孩子来报名了。

记者了解到，心连心幼儿
园设有两种托育服务模式，分
别是全日托、半日托，可以满足
不同家庭的托育需求。为了让

家长及时了解到宝宝在园内的
成长变化，幼儿园会对每个刚
入园的孩子进行一次测评，每
月再次跟进测评，对比孩子的
成长情况，有针对性地给孩子
安排课程，并约谈家长做到“家
园共育”；为了方便职工按时上
班，心连心幼儿园还建立了早
值班制度，7 时园区会有值班老
师准时到岗，其他老师也会在 7
时 25 分前到岗；下午留有值班
老师，方便下班后晚来的家长
接孩子。

“我们还组建了家委会，建
立照护服务日常记录和反馈制
度，定期与婴幼儿监护人沟通孩
子发展情况，并通过定期开展职
工观园、亲子活动、邀请新乡市
妇幼保健院的专家为孩子们提
供专业保健服务等方式，让家长
放心送孩子入托。”陈燕说。

自 2021 年起，新乡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印发促进 3 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各县（市、区）
常住人口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
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 4.5 个，婴
幼儿照护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今年全国总工会、国家卫

生健康委联合印发通知，公布
100 家单位为 2023 年全国爱心
托育用人单位，咱们心连心幼
儿园是其中之一。”常洪涛说，
全市的托育服务已从数量化发
展进入到提质升级新阶段。

“2023 年，新乡市常住人口
为 612.5 万人，目前拥有 855 家
托 育 服 务 机 构 ，可 提 供 22775
个托位，平均每千人口拥有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已达到
3.72 个。新乡市卫生健康委从
多个角度激励托育机构更好更
快建设，推动新乡市人口高质
量发展。”常洪涛向记者介绍，
目 前 ，新 乡 市 出 台 了 多 种 政
策 ，扶 持 和 规 范 托 幼 机 构 发
展。比如，鼓励县（市、区）政
府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
培养人才、综合奖补、融资支
持等政策措施，加大对社会力
量和用人单位开展婴幼儿照护
服务的支持力度，优先支持普
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发
展，开展托育服务技能培训与
安 全 检 查 ，确 保 提 供 更 加 规
范、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对
示范性托育机构的市级补贴也
全部到位。

——优化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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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的实地研学，让人收获满
满。我要把每堂课学到的知识带回
哈密。”8 月 31 日下午，结束一周的
研学后，哈密市医院管理能力提升
研学班学员、哈密市花园乡卫生院
业务副院长热孜万古丽·阿不都热
依感慨道。

8 月 26 日起，热孜万古丽·阿不
都热依和 32 位哈密市各级各类医疗
机构的管理者一道，在河南省郑州
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医院管理能力
提升研学。此次研学班由哈密市卫
生健康委主办、医药卫生报社承办，
从临床专科建设、组织人事管理、公
立医院运营管理、公立医院党建工
作实践、医院高质量发展、医院绩效
管理多个维度，设计专题课程和研
学线路。

研学过程中，大家聆听了河南
省医院管理专家授课，开展了面对
面交流，学习了河南医院党建工作、
运营管理、临床专科建设、绩效管理
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他们走进河南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实地研学，向河
南同行请教临床、科研、教学先进经
验和技术，观摩人工智能、大数据、
手术机器人等先进技术在医疗领域
的应用。

8 月 26 日下午，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郑东院区参观了院史馆、
3D（三维）打印中心、医学模拟中心
后，哈密市医院管理能力提升研学
班学员、哈密市中心医院党委副书
记、院长刘道清说：“信息化建设已
经成为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里，我深刻体会到信息化建设
对于提升医院管理效率、优化患者
就医体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回去
后，我们也要继续加强医院信息化
建设，推动医院管理向智能化、信息
化方向发展。”

8 月 27 日下午，研学班学员们来
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
科医院）临床实训中心研学。在看
到 2000 多平方米的临床实训中心内
设置了 17 个临床培训实操台，能容
纳近 200 人同时操作练习；现代化、
信息化的临床教学培训场所，能满
足多学科的临床培训操作需求后，
哈密市医院管理能力提升研学班学
员、哈密市伊吾县卫生健康委党组
成员、副主任郭素萍说：“这么先进
的人才培养模式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研究。我要把所学带回伊吾县，
尽快结合我们的实际，进一步提高
医学人才培养的科学化、精细化水
平。”

8 月 28 日下午，研学班学员们在河南中医药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进行观摩研学。他们先后参观了张磊国医
大师工作室、河南邵氏针灸流派传承工作室、党建文化
长廊、岐黄广场、国家级样板党支部等，观摩了飞针、透
灸、脐针等中医特色疗法，深入了解针灸、推拿、康复、疼
痛等中医药传统疗法的开展情况。学员们一致表示，深
切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党建氛围和中医药文化，学习到
了这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医疗、教学、科研高质量发展
的宝贵经验。

“在针灸推拿一病区党支部的参观，让我对医院党
建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个党支部通过组织丰富
多彩的主题党日活动、开展党员志愿服务等方式，增强
了党员的党性观念和责任意识；将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
紧密结合，实现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双丰收，值得借
鉴。”哈密市维吾尔医医院党支部书记赵向晶说。

实地研学的最后一站，研学班学员们一起走进了郑
州市金水区国基路沙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里布局
独特又温馨，随处可见暖心的便民设施，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发展理念；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联合设立的
社区医学博士工作室，提升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交流
中，我还了解到该中心的基本诊疗、基本公共卫生管理
等经验，我们要好好学习这里‘一老一少’健康管理服务
高质量提升、拓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哈
密市医院管理能力提升研学班学员、哈密市伊州区东河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杨洪鹏说。

据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卫阳介
绍，此次研学内容结合哈密市医疗卫生机构的短板弱
项，以党建引领为重点，采用理论加实践的方式量身订
制。“河南医院管理专家们紧贴实际、无私分享，优化了
我们的认知结构、激发了我们的创新意识，让我们学到
了更多适应新形势下医院管理的方法和手段。”陈卫阳
说。

结束研学时，多位学员表示，他们将尽快把所学、所
得转化为推动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总结经
验教训、探索新的管理模式及方法、引入新的医疗技术
和设备，共同携手，推动哈密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为哈
密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河南进一步推进信息化工作落实落细
本报讯 （记者张 琦 朱晓

娟）加快推进公共服务资源数字
化供给、网络化服务，促进优质
数据资源共享，应用数字技术、
强化民生领域供需对接、坚持弥
合“数字鸿沟”……8 月 29 日，河
南省 2024 年卫生健康信息化工
作培训会召开，对全省上半年信
息化工作情况进行通报，讲解了
基于全民健康信息平台的数据
治理方法及应用，对《河南省卫
生健康数据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方案》进行解读。

当前，全省卫生健康信息系
统按照委党组提出的“打基础、
抓重点、补短板、出亮点”的总体

工作思路，信息基础更加扎实，
工作亮点逐步显现，“一规划”

“一平台”“一系统”“一道墙”和
便民服务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河南夯实了全民健
康信息平台基础、夯实了互联互
通基础，对河南省卫生健康信息
标准体系进行了完善，加快推进
医疗机构与省“五位一体”安全
监测平台的对接，实现对医疗机
构信息安全的实时监管，联合省
疾病预防控制局印发《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开展“数据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方案》，进一步规范全省
卫生健康数据采集，推进医疗健
康大数据应用，促进数据要素的

应用。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二级巡

视员梅遂章说，由于河南全民健
康信息化基础不牢，发展相对滞
后，还存在“点强面弱、建强用
弱、单体高效、总体低效、短期高
效、长期低效”的问题。针对上
述问题，培训特别选择了数据治
理、开发应用，网络与数据安全，
人工智能，软件正版工作四大内
容，着重提升全省医疗机构相关
工作人员信息化能力。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信息化
工作处处长王明霞说，下半年，
继续推进《河南省医疗卫生机构
信息互通共享攻坚行动实施方

案（2024~2025 年）》落 实 ；落 实
“数据质量提升专项行动”，全面
推进数据质量提升，为下步大数
据创新应用打牢基础；持续优化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流程；协调
各业务处室做好数据治理工作，
确保按明确的时间节点高标准
完成数据对接和系统整合任务，
实现由系统的数据整合到功能
融合；持续推进医疗机构与平台
的互联互通，探索出台《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信息资源共享管理
规范》，进一步规范政务数据共
享流程。

此外，河南还将打造“豫健”
系列相关应用，重点抓好商保

一 站 式 结 算 系 统 的 推 广 和 应
用，开展信息便民服务优秀案
例评选；推进数字医共体建设，
统筹集约建设县域医共体信息
系统；升级检验结果互认平台
功能，启动建设检查结果共享
互认系统；推进单病种大数据
创新应用中心建设，加快推进
纳入整合融通项目的 4 个政务
信息系统建设；全面落实《防范
化解网络和数据安全风险隐患
工作方案》；继续完善申报行业
人工智能基地建设书，推进医
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在基
层的应用；完善行业软件正版
化工作的制度建设。

→9月2日，在汝南县人民医院门诊大厅，
患者通过导诊机器人了解要去的科室位置。
为提升患者就医获得感，汝南县人民医院引进
导诊机器人，它能为患者提供路径指引、智能
导诊、健康宣教等多方位服务；还能通过屏幕
介绍医院、专家等综合信息，给患者带来了智
慧医疗新体验。 王 平 李 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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