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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在健康服务的链条上，互联网成
为后来居上的关键一环。前段时间，
因新冠疫情防控需求，上海市10多家
医院闭环管理。门急诊关闭通知的最
后一句话几乎都是“互联网医院照常
运行”。

“这是时代的需求。互联网诊疗
已经成为我们的刚需和全社会的共
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院长张浩如此
感叹。疫情期间，互联网诊疗打破了
患者就医时空限制，越来越“主动”，内
涵和外延越来越丰富。

从“点上发力”到“集体出击”

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何时消散，
没人能给出确定的时间点。但是，疫
情给医疗卫生服务带来的改变却是真
真切切的：医疗机构开始主动、集体拥
抱互联网。如果说疫情之前互联网诊
疗服务是“星星之火”的话，当下俨然
已成“燎原之势”。

刚刚过去的11月是见证互联网
诊疗火力全开的月份。

“即刻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互
联网医院照常运行。”根据国家和上海

市疫情防控要求，11月25日，上海交通
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等相继发布了这样的公告。

同一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儿童医院微信服务号发布消息，所有
科室均已开通互联网诊疗服务。此
前，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要求进一步推
进互联网医疗为京外患者提供远程诊
疗服务，鼓励外地患者在当地通过互
联网诊疗或互联网医院开展复诊服
务。截至11月20日，北京市22家市
属医院中，21家获批互联网诊疗资
质，且已上线运行。

“今年10月和11月的互联网服
务量超过了过去14个月的总量。”张

浩在自家医院的数据上看到了互联网
诊疗的势头，尤其是11月最初两天，
当时按照要求进行闭环管理，互联网
诊疗量猛增。

“疫情是一次全民健康教育，也是
一次强制性互联网医疗体验。”中国社
科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中国
医院互联网影响力研究课题组，连续
6年研究医疗机构和互联网融合发
展。该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健康
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秋霖以2020
年为例表示，年初，使用互联网诊疗的
用户快速、大幅增加，后续随着新冠疫
情的逐步稳定，使用互联网诊疗的用
户人数逐步回落，到2020年的8月左

右趋于稳定，但也仍高于疫情发生前
的使用量。

“集体”出击背后，有两个原因显
而易见。一边，新冠疫情发生后，出门
就医成为“奢侈品”，老百姓就医观念
加速改变，互联网诊疗成为重要的

“接盘者”。同时，因为疫情导致患者
流量锐减，医院感觉到了危机，开山
架桥成为必然。也正是因为疫情带
来的这些变化和不确定性，影响到了
医院管理者和患者的心态，让一直

“雷声大雨点小”的互联网诊疗开启
落地加速度。“新的认知会产生新的行
为，成为新的习惯，进一步形成新的需
求。”陈秋霖说。 （下转第3版）

互联网诊疗越来越“主动”

把冰雪运动
送到家门口

12 月 6 日，河北省
邯郸市第三届冰雪运动
会在该市馆陶县落下帷
幕，1132 名冰雪运动员
参加了这场冰雪盛会。
据悉，邯郸市通过社区
冰雪运动会等形式，真
正把冰雪运动送到百姓
的家门口。

通讯员张守敬
本报记者李湛祺

摄影报道

北京为中医药
旅游资源对接搭台

本报讯 （记者崔芳）12月8日，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中医管理
局联合主办的北京中医药健康旅游资
源对接大会在线上举办。大会期间，
近20家优质北京中医药资源单位进
行了专场推介。

据了解，近年来，北京市积极促进
文旅和中医药跨界资源对接，连年举
办中医药健康旅游资源对接大会。在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
为助力北京中医药健康旅游市场复苏
和发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中医
管理局此次专门梳理出一批具有北京
中医药文化特色的优质资源，为康养
旅游、入境游、研学旅游、商务旅游等
提供基础资源。

粤桂卫生应急队伍
大练兵

本报讯 （特约记者蔡良全）近
日，2021年粤桂卫生应急演练在广东
省东莞市举行。这是继 2014 年、
2016年、2018年之后，粤桂两地第四
次联合开展卫生应急演练，也是粤桂
两地首次联合开展考核式卫生应急
演练。

本次演练模拟某地遭受特大台风
灾害，当地医疗机构和工厂设施严重
损毁，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形势，粤桂两地组织卫生应急队
伍前往灾区开展紧急医学救援相关工
作。同时，派驻相关队伍进驻灾区协
助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工作。
本次演练是考核式演练，各应急队携
带个人携行装备徒步行进，并在途中
设立8个考核站点，包括突发灾难现
场医学处置能力（危化品泄漏）、突发
灾难现场处置能力（新冠病毒筛查及
紧急医疗救援）、高处坠落伤患者现场
急救等。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主任朱宏表
示，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边境
口岸城市比较多的省份，举办两地联
合卫生应急演练意义重大。广西壮族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一级巡视员麦家志
认为，搭建粤桂卫生应急交流平台，建
立常态化卫生应急演练机制，不断提
升应对重特大突发事件能力水平，对
推动两地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
理合作，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具有深
远意义。

河南尝试将连锁药店
纳入集采

本报讯 （记者李季）河南省医保
局近日印发《关于将部分零售连锁药
店纳入我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范围
（试点）的通知》，将符合条件的部分医
保定点零售连锁药店作为试点，纳入
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范围。其他医保定
点零售药店未在此次试点范围之列
的，待试点成功后，将逐步把河南所有
医保定点零售药店，纳入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范围。

《通知》明确，凡是符合药品零售
连锁企业实施统一企业标识、统一
质量管理体系、统一计算机信息管
理及追溯系统、统一采购配送、统一
票据管理、统一药学服务规范管理
的医保定点连锁药店均可参与本次
试点申报。《通知》要求，纳入河南省集
中带量采购范围的医保定点零售连
锁药店将悬挂统一的“集中带量采
购药品定点销售药店”标牌，设立集
采药品专区、专柜，并在明显位置张
贴“集中带量采购药品”标识，公示
各集采药品的集采中标价和本店销
售价。

山东14万人参与
传染病科普答题

本报讯 （记者郝金刚 通讯员
黄杰 闫鹏飞）日前，由山东省委重大
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办，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
办的“全民健康 全民答题——山东省
重大疾病和传染病健康科普知识答
题”活动上线，共有14万人在线答题。

面对公众的科普需求，山东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围绕“重大疾病与传
染病健康教育”，借助移动互联网和新
媒体，加大科普宣传力度，精准构建立
体化的健康教育宣传格局，形成了公
众学习健康知识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贾志海 记
者肖建军）近日，在河北省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的“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
药”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
会上，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一级
巡视员徐春芳表示，该省聚焦解决老
百姓看中医、用中药方面的操心事、烦
心事、揪心事，强化措施，积极强化中
医药传承创新能力建设，努力为老百
姓培养更多更好的中医人才。

徐春芳介绍，该省强化人才培
养，在全省实施“万人西学中”项目，
确定 37家培训基地承担报名审核、
面授辅导、临床实践等工作，目前已
有 1万余人参加线上线下培训。持
续完善中医传统医学师承人员进入
乡村医生队伍政策，允许取得《传统
医学出师证书》的人员申请乡村医生
执业注册。

在强化学术传承方面，该省成立

了省浊毒理论研究中心，传承研究国
医大师李佃贵教授学术思想，促进浊
毒理论传承、创新和发展；成立京津冀
燕赵医学研究中心，推进燕赵中医学
术流派研究继承，组织编写“京津冀燕
赵医学系列丛书”。结合中医医术确
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积极开展
中医民间技术挖掘。

在深化教育改革方面，该省教育
厅等3部门今年联合印发《关于深化

医教协同进一步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
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在加强中
医药学科专业建设、健全师承教育制
度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发布会还透露，截至目前，河北已
建成国医堂1928个，96%的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98%的乡镇卫生院、94%的
社区卫生服务站和71%的村卫生室
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老百姓看中医
用中药越来越方便了。

确定37家培训基地，实施“万人西学中”项目

河北强化中医药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张磊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全球
疟疾报告2021》。《报告》显示，2020
年全球疟疾死亡总数比2019年预估
数增加了6.9万人。

《报告》特别指出，中国于今年获
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无疟疾认证，成为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30多年
来第一个获得无疟疾认证的国家。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中国
的成功来之不易，是经过了几十年有
针对性的持续行动才取得的。

2010年，在抗击艾滋病、结核病
和疟疾全球基金的支持下，我国启动

《中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
2020年）》，将全国流行县分4类，实
施强化控制或消除策略。此后，我国
采取了一揽子抗疟举措，建立国家寄
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总结提出
消除疟疾的“线索追踪，清点拔源”策
略和相关工作规范，在 24个流行省
建立省级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在
2017年首次实现无本土原发感染疟
疾病例。

我国在消除疟疾的同时，也为
全球抗疟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例
如，过去10年中，毗邻3个疟疾流行
国家——老挝、缅甸、越南的云南省，
通过严格采取“1-3-7”工作规范，即
确诊后1日内完成疫情报告、3日内完

成流行病学个案调查、7日内完成疫
点调查与处置，实现了全省本土疟疾
病例零新增。此后，这种监测和消除
疟疾的工作规范，被世界卫生组织写
入疟疾防控技术指南，形成了“检测、
治疗、跟踪”三步法。

随着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
我国也面临越来越大的疟疾防输入压
力。《2019年全国疟疾疫情特征分析
及消除工作进展》显示，2019年我国
本地疟疾病例为0，境外输入性疟疾
病例为2673例。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曾撰
文提醒，像中国这样已经获得无疟疾
状态认证的国家应保持警惕，防止疟
疾疫情卷土重来。

投身全球消除疟疾事业，是保障
本国卫生安全的必要手段。在这一理
念的引领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
作。在科摩罗，广州中医药大学组织
的“青蒿素复方快速清除疟疾项目”已
有超过200万人次参与，2017年帮助
科摩罗实现疟疾零死亡。

今年11月 30日，中非合作论坛
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
论坛——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
2024）》。根据《计划》，中方将支持

“非洲2030年加速消除艾滋病、肺结
核和疟疾框架”，并继续与非洲国家开
展合作，分享消除疟疾的成功经验。
这被业内认为是开辟“健康丝绸之路”
的又一例证。

抗疟：中国的成功来之不易
链接

每年，世界卫生组织都会发
布全球疟疾报告。《全球疟疾报
告 2021》显示，从 2000 年到 2020
年，抗疟工作使全球1060万人的
生命得到挽救，疟疾的死亡率降
低了一半。自2000年以来，已有
23 个国家连续 3 年没有疟疾病
例 。 有 40 个 国 家 在 2015 年 至
2020 年 将 疟 疾 死 亡 人 数 减 少
40%以上。

不过，全球抗疟形势依然严
峻。2020 年，全球疟疾病例总数
为 2.41亿，比 2019年估计数增加
了1400万，全球疟疾死亡总数比
2019 年预估数增加了 6.9 万。《报
告》还显示，2020年全球5岁以下
儿童死亡总人数的 7.8%由疟疾
导致，该数据几乎是之前估计的
两倍，相当于全球每1分钟就有1
名儿童死于疟疾。

鲁渝中医中药巴渝行
走进万州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家惠 通
讯员胡江华）近日，由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山东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鲁渝卫
生健康协作“中医中药巴渝行”活动走
进重庆市万州区。本次活动持续10
天，包括义诊活动、中医中药专题讲
座、与当地医院进行学科协作交流等。

据介绍，自2018年7月开展鲁渝
协作以来，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通过
派遣医疗专家、支援项目资金、赠送医
疗设备等，对重庆市相关区县卫生健
康系统帮扶单位在人才培养、业务发
展、学科建设等方面给予精准帮扶，成
果显著。以万州区为例，近3年来，万
州区卫生健康委共计接受鲁渝扶贫协
作项目资金455万元，引进21项新技
术、新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