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黎军

“这里的饭菜品种多，味道也好，
还能结识一些朋友。”近日，家住重庆
市沙坪坝区的侯大娘到杨公桥社区食
堂试吃之后赞不绝口。据了解，重庆
市2019年在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
坡区、渝北区开展助餐试点，2020年在
中心城区推广助餐服务。目前，该市
已依托 220 个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2912个社区养老服务站，设置助餐点
1091个，提供助餐服务72万人次。

合作设立中央厨房

在渝北区双龙湖街道老年助餐中

央厨房，还没走进操作间，饭菜香气
便扑鼻而来。厨房内，工作人员正在
准备午餐。菜品有回锅肉、萝卜肉
丝、炒茄子、干煸四季豆和冬瓜汤等，
十分丰富。刚过 11时，穿着绿背心
的助餐员高保勇将几个饭盒装好，出
门送餐。

为了控制成本，渝北区双龙湖街
道与重庆聚善宏孝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合作设立中央厨房，采取了集中采买、
烹制、送餐、用餐的团队运营模式。街
道除提供场地外，还实行双重补助：中
央厨房和助餐点每年补贴8万元运营
补贴，如中央厨房每月供餐超过1000
份，额外每份餐再补助2元。

此外，双龙湖街道中央厨房在两
荤一素一汤的10元标准套餐基础上，
推出了1元限量餐，即夏季两个凉菜

配稀饭、冬季豆花饭，并为食量小的老
人准备了5元普惠餐。

保证老人吃得健康

在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东正社
区养老服务站社区食堂，每日菜单
均清楚标注了能量、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钙、铁等营养
素含量。

“合理膳食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尤其重要，我们的特色就是营养餐。”
该养老服务站站长介绍，每位老人初
来时，养老服务站都会在系统内登记
老人的既往病史、忌口食物等信息。
经统计，约七成老人患有高血脂等慢
性病。为此，食堂除每日固定搭配外，

还会准备少量配菜，以备有特殊需求
的老人选择。

双龙湖街道中央厨房也联合营养
师和健康管理师，为糖尿病、高血压、
痛风、癌症患者定制15元养生餐、药
膳餐和功能餐。

保障老人吃得安全

近日，3张餐桌摆在沙坪坝区磁
器口街道凤凰山社区百年世家小区中
庭，老年人戴着口罩排队打饭。这是
磁器口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先行先试、
开设在小区的助餐点。餐桌上除菜品
外，还摆放着食品经营许可证、卫生许
可证等。

据磁器口街道养老服务中心负责

人介绍，自中心提供助餐服务以来，每
到饭点来堂食的老人接近50位。7
月底，重庆出现新增新冠肺炎病例后，
根据民政部门要求，堂食必须关闭。
为了保障老人用餐，中心与老年居民
特别多的百年世家小区物业联系，将
助餐点开到了小区内，参与助餐员工
全部完成了疫苗接种，助餐现场配备
洗手液、消毒水、一次性口罩。

据重庆市民政局相关人员介绍，
该市正在加快助餐布点，制定老年
人营养餐标准，有望“十四五”期间
实现重庆城区助餐点全覆盖，助餐
纳入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同时，该
市还为失能特困人员、高龄失能半
失能老年人提供爱心助餐服务，每
人补贴 2～8元，已覆盖低收入困难
老人3万人。

重庆：老年助餐送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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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
“立柱架梁”

历经此疫，湖北省在突发重大传
染病防控领域犹如凤凰涅槃，湖北省
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解释道，通过
为应对突发重大传染病“立柱架梁”，
该省多维度提升了疫情应对能力。

首先，强化完善传染病监测预警
机制。湖北省在制订《湖北省新冠肺
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多点触发预警工作
实施方案》《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常态
化监测方案》等系列文件的同时，建立
了以网络直报、舆情监测、公众和医疗
卫生人员报告、社区单位监测报告、零

售药店监测报告等为基础的多渠道监
测预警机制。此外，湖北省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建设标准化发热、肠道门诊（诊
室），完善传染病监测哨点布局，构建
以哨点医院为核心的监测网络，健全
优化不明原因疾病、聚集性病例、异
常健康事件监测预警机制，强化预检
分诊制度和发热门诊闭环管理，充分
发挥医院预警、示警、报警的“哨卡”
作用。

其次，建立常态化精准防控与局
部应急处置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湖北
省强化常态化疫情监测预警、风险防
范、防控救治、信息发布、心理干预等
方面的工作职能，充分利用专家智库
队伍，构建决策服务平台，为指挥机构
决策提供建议。

第三，提升传染病检测能力。湖
北省、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
对标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标准，加强各
类病原体全面快速检测技术平台建
设。该省有条件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建设独立的P2实验室，有条件的三级
综合性医院建设负压P2实验室。

做好突发传染病应对
“协同”文章

应对突发传染病，卫生健康部门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湖北省卫生健
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经此一“疫”，湖
北省在应对重大传染病防治方面，更
注重做好“协同”文章。

协同的关键，首先是有高效的应
急指挥机制。据悉，目前，湖北已建
设全省公共卫生应急指挥信息系统，
做到指令清晰、系统有序、条块畅达、
执行有力。

省、市、县设立公共卫生应急委员
会，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强
化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预警、风
险防范、防控救治、信息发布、心理干
预等方面的工作职能，委员会下设监
督组，人员由各级党委、政府督查部门
组成，加强对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指
挥机构命令和机制运行的监督检查、
督办督查。

其次，用好联防联控机制。该
省强化疾控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与社区联动，统筹调配应急力量
和资源。

目前，湖北省已基本建立了由政
府、医疗机构和企业共同承担、省市县
分级落实的公共卫生应急物资保障供
应机制，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公安、
通信、公卫参与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
精准开展流调与重点人群管控。

此外，该省筑牢群防群控机制，并
提高基层公共卫生社会治理能力。湖
北省创新爱国卫生运动，将全生命周
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用
公筷、一米线、预约看病等成为良好卫
生健康习惯。同时，该省增强重大疫
情动员能力，建立统筹应急状态下全
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动员响
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和病区腾出、
征用机制。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储备
临时可征用设施。新建大型建筑应充

分考虑应急避险功能，做好空间布局、
通风系统、配套设施接口等规划，方便
及时转换为应急医疗救治设施。

在医防协同方面，湖北省的经验
是强化医防协同制度建设，制定医防
协同公共卫生责任清单，完善公共卫
生服务项目，建立疾控机构和医疗机
构人员通、信息通、资源通和监督监
管相互制约的机制，实现工作衔接联
动、服务连续整合、人员柔性流动、信
息互通共享；同时，强化医防协同机
制和人员建设，建立公共卫生机构和
医疗机构协同监测机制，公共卫生和
临床专家建立了定期组织流行病学
大查房、大会诊、大分析、大培训、大
研判制度，有效促进医防协同在公共
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制度和人员上
的有机融合。

为突发重大传染病防控贡献“湖北经验”
□本报记者 张磊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曾经处在疫情风暴眼的湖
北省交出过抗疫高分答卷。经
此一“疫”，湖北省在应对突发重
大传染病防控方面迈出新步伐。

疾控新作为疾控新作为疾控新作为

□本报记者 张磊
通讯员 贲睿

医疗救治的中医力量

9月29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群力分院。

这里是此次哈尔滨疫情中，接收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定点医疗机构。

“这是我第三次作为中医专家进驻定
点医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临床救治工
作。”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急诊、重症医学科主任梁群说。

梁群表示，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 修订版）》，

针对黑龙江省德尔塔毒株感染新冠肺
炎患者特点，中医专家以中医疫病理
论为基础，按照中医思维指导定点医
疗机构用药。治疗策略上，对于轻型、
普通型患者，以防转重；对于重型患
者，尽快转轻型；一旦进入恢复期，就
要防止复阳。每位新冠肺炎患者都得
到精准辨证、精准治疗，“一人一方”

“ 一 人 一 策 ”，中 医 药 使 用 率 达
100%。此外，还指导患者练习八段
锦、打太极拳等，活动关节，以利气血
运行。

保障一线用药需求

9月 27日 18时 30分，黑龙江省

中医药科学院中药所所长高山接到梁
群的电话。住院患者的中医治疗方案
已制订，随后的重担交给了他们。

高山随即与煎药室的同事抵达工
作岗位，仔细核对患者的处方用法、用
量、病区等，确保不出现差错和遗漏。
随后，他们进行了有序、高效的调剂。
调剂结束后，他们又反复核对，确保无
差错后，再将药送到煎药室。煎药室
的工作人员再次进行核对后，完成浸
泡、煎煮、打袋，直至午夜，将中药全
部煎完，再进行核对，装袋、装箱，最
后封箱。

9月28日8时，煎备好的中药汤
剂被准时送往定点医疗机构。“未来一
段时间，我们还将陆续接到定点医院
给出的中医诊治方案，我们将在最短

时间内，以最快速度将药品送到患者
手中。”高山说。

这不是黑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第
一次参与抗疫。该院执行院长王伟明
告诉记者，针对新冠肺炎预防、治疗、
愈后调理的不同阶段，该院都提供了
具有龙江特色的诊疗方案。

“黑龙江拥有丰富的北药资源，尤
其是以滋补见长的‘龙九味’道地药
材。”王伟明说，该院根据历代医家防
治疫病的临床经验，结合北药特点，并
依托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研
发平台，开发出中药制剂，加急生产。
其中，针对新冠肺炎患者“瘥后防复”
的调理需求，开发了可提高机体抗病
能力的芪参固表口服液，是典型的以

“龙九味”北药为主的组方代表。

中西医结合拿出最佳方案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
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晓峰表示，按
照黑龙江省政府“形成合力支持哈尔
滨市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省直属中
医医院已派出1000余人次医护人员
支援哈尔滨开展核酸检测和隔离点防
疫工作。同时，选派多名省级中医药
专家为哈尔滨市9区9县的隔离点提
供中药预防指导，隔离点全部使用中
药预防方剂。

张晓峰说，该省已派出有救治经
验的中医专家进驻哈尔滨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群力分院。专家根据每位
患者的脉象、舌象和临床表现，采取

“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并与西医医
生共同查房，确保拿出最适合患者的
治疗方案。为保证中药饮片质量，该
省安排省中医药科学院专门负责煎
煮和配送中药。此外，该省还组织名
老中医修订了《黑龙江省“德尔塔”变
异毒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药防治
方案》。

抗疫一线，中医药人在行动
无锡推出

“云上”输血信息系统

本报讯 记者程守勤日前从江苏
省无锡市中心血站获悉，无锡市输血
安全标准化信息系统成功“上云”，成
为江苏省采供血机构、无锡市卫生行
业首个“云上”政务系统。

据无锡市中心血站站长许路介
绍，输血安全标准化信息系统迁移“上
云”工作保持与无锡市大数据管理局
的紧密联系，依托无锡市政务云中的
医疗行业云，结合血站云端资源使用
需求，按照“上云”流程，制订实施方
案，细化操作流程，在保证线上服务不
中断、历史数据不丢失、业务形式不变
更的情况下，实现政务云平台的统一
运营管理。该系统覆盖无锡市区及所
辖的江阴市、宜兴市，可为全市医疗单
位及广大无偿献血者提供更为优质高
效、安全可靠的信息化服务。目前，无
锡市中心血站相关业务及“雪莲花”社
媒平台服务系统运行良好。

新疆将为儿童
建立视力健康档案

本报讯 （记者张楠 刘青 夏
莉涓）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印发《自治区0～6岁儿童眼保健
和视力检查工作实施方案（试行）》，提
出今年为辖区内0～6岁儿童建立视
力健康档案，逐步建立全疆0～6岁儿
童眼保健筛查网络，建立筛查、诊疗、
随访管理机制。

《方案》要求，医疗服务机构要在
新生儿家庭访视、儿童健康检查时做
好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
务工作，并在开展眼病筛查及视力评
估、健康指导、转诊和接诊服务时，应
当记录相应内容，建立机构间筛查、复
查、诊断等信息双向交换机制，及时完
善儿童眼健康档案，做到一人一档。

心理健康课列入
河南中小学必修课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南
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
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的通知》。《通
知》要求，各学校要将心理健康课列入
必修课内容，确保小学各年级每学年
不少于12课时、中学不少于14课时，
同时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挫折
教育。

《通知》明确，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要设立或依托相关专业机构，对本区
域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评，每年面
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至少开展一
次心理健康测评，指导学校科学运用
测评结果，及早实施精准干预，推动建
立“一生一策”心理成长档案。

浙江启动
“热血先锋”活动

本报讯 （通讯员严俨 郑珊珊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江省2021年度

“热血先锋”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主题活
动暨高校感恩季无偿献血活动启动。
为吸引更多青年人参与，活动组织方
与B站开展联动宣传，设计了一组面
向青年的献血宣传海报，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献血倡议。

据了解，浙江青年“热血先锋”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由共青团浙江省
委、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等指导组
织，2018年5月21日启动。在今年活
动现场，《2020年度浙江青年献血白
皮书》发布。浙江省血液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胡伟说，2020年该省无偿献
血总人次达76.91万，与2015年相比
增长22.56%；无偿献血总量达119.8
万单位，与2015年相比增长24.34%；
18~35周岁青年献血42.53万人次，
占总献血人次的55.30%。

广西玉林创建
“南国香都”

本报讯 记者唐湘利 10月12日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政府在南宁
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十四
届中小企业商机博览（中国·玉林）、第
十二届中国（玉林）中医药博览会将于
11月12日至14日在玉林市举行。

据介绍，玉林市已成功创建“南
国香都”品牌，在保证香药、香料、香
疗等产品品质标准与品质的基础上，
正向现代药、食、疗、美、旅不同领域
延伸。今年的博览会由中国中药协
会、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共同
主办。

10月13日，在重阳节
来临之际，北京市隆福医
院举行重阳节敬老爱老主
题活动。活动包括义诊、
科普讲座，并邀请了中老
年朋友参与太极拳、八段
锦表演，以及老年技能大
比拼等游戏，让老人既学
到了健康知识又得到了身
体锻炼。

本报记者张丹摄

重阳节敬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