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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举办世界艾滋病日河南举办世界艾滋病日
主题宣传活动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讯 （记 者 朱 晓 娟 杨
须）2024 年 12 月 1 日是第 37 个世
界艾滋病日，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
为“社会共治，终结艾滋，共享健
康”。12 月 1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省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郑州市
举办的第 37 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
宣传活动在河南农业大学龙子湖
校区举行。

大学生们积极参与活动，来到
展示台前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识，
并领取宣传资料。河南省、市多家
医疗机构，河南农业大学等高校共
同参与活动，通过宣传折页、游戏
互动以及实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向
同学们详细介绍如何正确认识艾

滋病，预防艾滋病的传播。
“台上展示的是3类毒品模型，

分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伪装毒
品和麻精药品。像这个花花绿绿
的‘跳跳糖’，还有添加了人工合成
大麻素的‘糖果’，这些都是伪装毒
品，要提高警惕。”禁毒民警联合禁
毒社工现场为学生讲解毒品和艾
滋病之间的密切联系，让学生们通
过拒绝毒品来预防艾滋病。

与此同时，河南省还举办了艾
滋病防治专家进校园、传染病防控
技能竞赛、防艾宣讲艺术巡展、“百
千万”艾滋病宣传志愿者服务行动
等；河南各地、各有关部门和相关
单位也结合实际，组织开展了多种

宣传活动，旨在向大众强调艾滋病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全社会要
共同参与，目标一致，共同抗击艾
滋病，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始终坚持“政
府组织领导、部门分工负责、全社
会共同参与”的“三位一体”工作机
制，推动防治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
效。在高校艾滋病防治方面，河南
率先在全国开展新生艾滋病宣传
教育和自愿咨询检测，成立高校艾
防公益联盟，开展资助艾防基金项
目，并连续多年将世界艾滋病日宣
传主会场设在高校，有效提升了青

年学生的防护意识和防控能力，带
动了社会面艾滋病防治良好氛围
的形成。

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河南省现存活艾滋病
病 毒 感 染 者/艾 滋 病 患 者 76271
例。2024 年 1 月~10 月，河南省发
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
病患者 3624 例。全省疫情呈现以
下特点：在各级艾防工作人员的努
力下，艾滋病疫情多年保持低流行
水平。艾滋病经性传播持续成为
最主要传播途径，男男同性性行为
人群感染较为严重。艾滋病通过
血液传播得到有效遏制，母婴传播
得到有效阻断。受艾滋病影响人

群多样化，危险因素广泛存在，艾
滋病疫情向一般人群扩散明显，感
染者配偶、60 岁以上老年男性、青
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感染情
况越来越受关注。

针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挑战，河南省将继续扩大
宣传教育，重点加强青年、农民工、
流动人口、60 岁及以上人群等的宣
传教育。继续在医疗机构推广主动
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抗体检
测，继续推行“发现即治疗”的策
略。实施综合干预，提高干预质
量，有效防控性传播。动员、引导、
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艾滋病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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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 玲 通讯员
张琳琳）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等
14个部门全面启动重点人群体重达
标行动，旨在提升全省不同年龄段
人群的健康水平，应对日益凸显的
体重健康问题。

孕期体重过重是许多准妈妈
面临的挑战之一。体重的过度增
长不仅可能影响孕妇的健康，还可
能对分娩过程产生不利影响。在
孕产妇群体方面，河南将协同加强
孕产妇体重管理、营养评价和身体
活动指导，推广孕期增重标准及营
养保健服务指南，推动孕产妇营养
门诊建设，通过围孕期营养保健咨
询、监测与评估，预防孕产妇缺铁
性贫血、营养不良等状况，控制孕
产期营养相关并发症，减少低体重
儿、巨大儿和早产儿等不良妊娠结
局，降低肥胖代际传递风险。

针对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河
南将 6 岁以下儿童健康管理项目
和儿童营养改善项目等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为依托，提供免
费健康服务，加强科学育儿咨询、
母乳喂养促进、辅食添加知识普
及，强化体格生长监测、营养与喂
养及运动指导，同时提升幼儿园与
托育机构的营养健康教育和膳食
管理水平，促进儿童吃动平衡，预
防超重与肥胖。

关于学生方面，河南将明确强
化父母是儿童健康教育第一任老
师的理念，通过家庭教育提升学生
健康素养，培养学生健康体重管理
习惯；开展健康学校创建行动，要
求学校落实好教育部制定的学生
体质强健行动工程和学校食品安
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保障学生
每天校内、校外各 1 小时体育活动
时间，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倡导性
要求校园及周边避免售卖高盐、高
糖及高脂食品，为孩子们提供一个
安全健康的饮食环境；加强学校医
务室管理能力，做好学生的合理膳
食、主动运动和心理干预工作，帮
助肥胖和超重学生做到“一减两
增，一调两测”，通过学校、家庭和
社会的全方位综合施策，加快推动
在学生体重管理、营养膳食、科学
运动方面形成良好的社会共识。

职业人群方面，河南将通过完
善职工健康档案，鼓励定期体检与体质评估，加
强职工健康教育与体育健身活动，提升职工健康
素养与身体素质。

对于老年人，河南将推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家庭医生发挥健康指导作用，倡导家庭成员学习
老年体重管理知识，鼓励社区与社会组织开展相
关教育活动，指导老年人依据膳食指南合理饮
食、适当运动、维持适宜体重，定期进行身体指标
测量与综合干预，预防肌肉减少与肥胖，延缓机
能衰退。

此次重点人群体重达标行动覆盖全生命周
期，通过多部门协作与综合干预措施，有望全面
提升河南重点人群的体重管理水平和整体健康
素质，助力健康河南建设深入推进。

点亮肾病患者的生命之光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肾移植肾脏病诊疗中心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丁 玲 通讯员 汪俊杰

1985 年 8 月，郑州市泌尿医学研
究所成立。

1991 年 1 月，郑州市心血管病研
究所与郑州市泌尿医学研究所合并，
成立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穿越时光的长河，郑州市第七人
民医院肾移植肾脏病诊疗中心迈出
的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从在省内率
先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到多项
肾移植技术填补河南省医疗技术空
白；从河南首例心肾联合移植手术，
到增挂郑州市肾脏病医院……39 年
来，在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跨越式发
展的浪潮中，肾移植肾脏病诊疗中心
薪火相传，秉承新理念、引进新技术，
探索全方位诊疗、全过程跟踪、全周
期服务的肾脏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
完成各类肾移植手术超过3000例，为
众多肾病患者带来生命的曙光。

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不畏难

从 1985 年到 2024 年，数字在变，
时代在变，不变的是肾移植肾脏病诊
疗中心救治团队坚守的初心，不变的
是救治团队护佑百姓安康的真情。

20 世纪 80 年代，医疗资源有限，
但一群怀揣着医学梦想的开拓者们
坚守医者初心，凭借精湛的医术和对
患者的责任感，为郑州市泌尿医学研
究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85 年，郑
州市泌尿医学研究所成立时，新中国
泌尿外科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的

医学科学家、医学教育家吴阶平院士
为研究所揭牌，并曾担任名誉所长，
长期给予技术指导。

1987 年，郑州市泌尿医学研究所
在全省率先开展了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术。1988 年，郑州市泌尿医学研究
所开展了河南首例同种异体肾移植
手术。

“首例患者 30 多岁，患慢性肾功
能衰竭多年，生活质量差。在当时的
医疗条件下，救治团队克服重重困
难，为其进行肾移植手术。后来，患
者存活了17年，我们也很欣慰。”谈到
首例肾移植手术，郑州市泌尿医学研
究所所长、郑州市肾脏病医院副院
长、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肾移植肾脏
病诊疗中心主任王长安说。

1991 年，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成
立后，肾移植肾脏病诊疗中心进入发
展快车道，成绩斐然：

1999 年，独立完成河南省第二例

亲属肾移植手术；2000 年，全年完成
肾移植手术132例；2012年，完成第一
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移植；2023
年，开展河南首例心肾联合移植手
术；全年完成肾移植手术161例，位居
河南第二，全国第24位；2023年，郑州
市第七人民医院正式获批增挂郑州
市肾脏病医院；2024 年至今，完成肾
移植手术240例。

“心肾联合移植体现了一个医院
的技术实力。从术前供体心脏、肾脏
功能的评估、维护和修复，到受者身
体状态调整，麻醉、体外循环、术后重
症护理等，整个环节是系统的工程，
任何环节都不能出纰漏，才能保证手
术成功。”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党委
书记、院长尹磊说。

为3000多名患者点燃生命之火

“患者年龄大，要求做肾移植手
术的意愿比较强烈。”回想河南省肾

移植术最高年龄患者黄先生的手术
时，王长安说。

77 岁的黄先生来自浙江，受尿毒
症困扰多年，靠透析治疗维持生命。
多方咨询以后，黄先生和家人慕名来
到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经过详细检查和术前评估，王长
安和手术团队认为，黄先生的情况适
合做肾移植手术。在找到合适的匹
配供体后，移植手术历经 115 分钟顺
利完成。次日，黄先生可以下床，在
床边站立，肾功能恢复接近正常。

翻开该院肾移植肾脏病诊疗中心
的病例手册，可以见证仁心仁术创造
的生命奇迹：34 年前，在这里做了肾
移植手术的冯先生，身体依然康健；7
岁的建建，术后恢复正常学习生活；
正值壮年的陈先生，术后第二年喜得
双胞胎……

每一次移植手术，都在创造生命
的奇迹，而奇迹的背后，是肾移植肾

脏病诊疗中心医务人员无数个日夜
的坚守，是医院强大技术团队的支
撑。就是在这样的技术加持下，3000
多名肾病患者喜迎新生。

肾脏病一体化诊疗模式开新篇

医疗技术是学科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作为河南省内较早开展肾移植
手术的医院，该院依托其强大的医疗
团队与资源优势，在肾移植领域深耕
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与卓越
成就。

近几年来，在常规肾移植手术日
益成熟的基础上，该中心勇于探索，
敢于突破，成功开展了一系列高难
度、复杂性的肾移植技术项目，移植
手术的数量、质量一直稳居全省前
列。

儿童受体肾移植术的成功实施，
为患有终末期肾病的孩子带来了重
生的希望；高龄受体肾移植术的开

展，为老年肾病患者提供了更为多样
的治疗选择；该中心团队成功攻克人
工血管替代复杂髂血管肾移植术的
技术难关，为血管条件不佳的患者开
辟了新的治疗途径；血浆置换技术应
用于高致敏肾移植受体中的研究取
得重要进展，有效降低了患者肾移植
术后的排斥反应发生率，提高了患者
的长期存活率……

这些复杂肾移植技术的成功实
践，彰显了该中心在肾移植手术管
理、术后护理及长期随访等方面的综
合实力，为患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保
障。

“肾移植肾脏病诊疗中心有深厚
的发展根基，我们将在此基础上，打
造肾脏病一体化诊疗新模式，从预
防、诊断、治疗到康复，全程提供坚实
有力的支持与关怀，不断探索和创
新，为更多肾病患者点亮生命之光，
共筑健康之梦。”尹磊说。

→11月30日，在汝州市人民医院儿科病
房，护士夏梦梦陪患儿做游戏。该院医务人
员常常通过语言鼓励、互动游戏，有效缓解患
儿静脉穿刺痛苦，提高穿刺成功率，提升临床
护理服务质量。 王 平 王婉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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