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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出生缺陷防治能
力提升计划（2023—2027年）》。《提升
计划》提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涵盖
婚前、孕前、孕期、新生儿和儿童各阶
段，更加完善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显
著提升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到
2027年，基层宣教、县级筛查、地市诊
治、省级指导管理、区域技术辐射的能
力全面提升；出生缺陷防治服务更加
普惠可及，三级预防措施覆盖率进一
步提高；一批致死致残重大出生缺陷
得到有效控制，全国出生缺陷导致的
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

别降至1.0‰、1.1‰以下。
《提升计划》提出健全服务网络、

加强人才培养、深化防治服务、聚焦重
点疾病、提升质量管理、强化支撑保障
6个方面重点任务。相应的具体工作
包括：按照机构标准和服务需求配置
专业技术人员，加强紧缺人才、学术骨
干和前沿技术人才培养；加大知识普
及和健康教育力度，提高育龄人群防
治知识知晓率；强化风险因素预防控
制，加强婚前孕前保健，规范产前筛查
和产前诊断；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加
强筛查阳性病例召回、诊断、治疗、干
预和随访；建立出生缺陷防治服务质

量监测评价结果排名、通报和信息公
开质量管理制度等。

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能力提升计划”提出——

建立更加完善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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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刘志勇
本报记者 郭蕾 刘嵌玥

贴近居民，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最大优势，家庭医生签约就是让这
种优势发挥更大作用、让居民对基层
服务更认可的具体举措。如今，在各
地城乡社区、村组，很多居民都签约了
自己的家庭医生，有了一位在持续关
注自己健康的“医生朋友”。

医学前辈送来特殊礼物

前不久，已是耄耋之年的谢海宝
来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长庆潮鸣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给这里的两位
年轻医护人员送来了特殊的礼物——

一封感谢信和一本自己参编的书《常
见老年病的防治与管理》，以感谢他们
对自己老伴的贴心服务。

作为医学前辈，谢海宝曾工作于
浙江医院老年病科，是我国较早研究
老年医学的医生之一，2021年获浙江
省“医师终身成就奖”。谢老先生在信
中写道：“现在的年轻医生不逊于我们
这一辈。”

谢海宝的老伴徐奶奶已88岁了，
因颈椎疾病神经受压迫，影响了右手
功能和生活质量，此前曾前往医院接
受针灸治疗，但因居住环境、身体条件
等因素所限，无法长期坚持。

操丽惠主管护师是长庆潮鸣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十五家园社区卫生
服务站站长，也是徐奶奶签约的家庭
医生团队的成员之一。徐奶奶没能参
加今年上半年开展的老年人健康体

检，操丽惠得知其行动不便后就主动
登门了解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
有针灸医生，可以到家里来给您做治
疗和康复，费用都是按医保政策报销
的。”操丽惠向老两口详细介绍了居家
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和政策。

就这样，长庆潮鸣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詹嘉珺主治中医师每周两次
带着设备上门，为徐奶奶做针灸治
疗。坚持两个多月后，老人原本不能
动的手可以慢慢活动了，也能握住轻
便物品了。

“这样的事在我们这里并不少
见。”长庆潮鸣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副主任吴颖芬介绍，针对辖区内高龄
老人、失能老人等行动不便者，该中心
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基础上，成立
居家护理服务团队，开展十大类42项
服务，截至7月底，已经开展上门治

疗、护理服务近1000人次。
徐奶奶的经历也是全国各地开展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一个缩影。尤其
在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的
日常生活中，家庭医生如今正在逐渐
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在
城市，还是在乡村，很多人的手机通讯
录、微信好友名单里，都会有一个“医
生朋友”的联系方式。

记者采访发现，在向居民宣传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时，很多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都会把“医生朋友”作为第一项
基本服务内容进行推介。吴颖芬说：

“我们告诉居民，签约后您会多一位
‘医生朋友’。遇到健康问题时，通过
电话或微信与家庭医生进行沟通，家
庭医生会提供专业的健康咨询服务和
健康教育指导。”

（下转第2版）

家医签约：让居民都有“医生朋友”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
民服务举措》，围绕方便居民
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
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
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等
6个方面，提出10项具体措
施。在既往扎实开展工作、
贴心服务居民的基础上，广
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进一
步结合当地实际细化和丰
富各项措施，为提升居民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而努力。
本报记者近日走进基层一
线采访，采撷那些普通而感
人的故事，记录基层卫生的
新变化。

□本报记者 王潇雨
特约记者 林丽

岷归堂、巩昌医馆、扶正养生馆、
中医足道……在第四届中国（甘肃）
中医药产业博览会主场馆前的路边，
来自甘肃省各地区的中医医生们在
一间间小型诊室里为参观者们提供
针灸、拔罐、推拿、艾灸等中医服务。
这里也是此次博览会新增设的特色展
区之一——“康养体验一条街”。

甘肃省素有“千年药乡”之称。中
医在当地的起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
这里的黄土高原、广袤草原、茫茫戈壁
等为中草药生长提供了优渥环境。8
月23日—25日，来自国内外的2000
余位参会者聚首甘肃省定西市陇西
县，围绕国家中医药产业发展综合试
验区建设、推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交流经验、招商引资，向世界分享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成果。

展现千年中医智慧
与现代科技

明代的捣药罐，清代的青花小药

罐，民国时期的瓷脉枕……这些陈列
在展柜里的文物，“讲述”着这片土地
和中医药的故事。

在博览会开幕式前，白俄罗斯卫
生部长皮涅维奇·德米特里·列敖尼
多维奇率代表团来到“甘肃特色展
馆”参观。

以“陇西黄芪”为原料研制的中
成药和健康产品吸引了代表团驻足
围观。陇西县是闻名遐迩的“中国黄
芪之乡”。展区中详细展示了黄芪

“十大经方”“十大验方”，以及经过现
代工艺制作的水蜜丸、颗粒、胶囊、口
服液等中药产品。展区工作人员向
参观者们赠送黄芪香囊作为小礼
物。“这种香囊可以用来驱虫、提神醒
脑。”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一边打开现
场的 LED屏幕，通过农田边的在线
摄像头，实时展示标准化育苗和种植
情况。

“这是宣肺化浊丸，具有宣肺祛
邪、清热化浊的功效。这也是我们
医院基于‘甘肃方剂’开发的院内
制剂。”甘肃省中医院院长张志明
教授介绍，“我们经常用的中药材有
700 余种，目前药典收载的中药有
1262种，《本草纲目》则收录了1898
种药物。”

中医药传递着当地的“健康能
量”。在新冠疫情期间，“甘肃方剂”驰
援湖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也
外援白俄罗斯、泰国等国家。目前，甘
肃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
建立16个岐黄中医中心、学院，累计
在海外注册中药产品200多种，诊疗
患者18万人次。

“中国有句谚语‘上医治未病’，意
思是高明的医生会在疾病未发之时及
早干预，从而防止病发。时至今日，这
些思想仍在闪耀，对以人为本、实现人
类健康与福祉的整体方法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在博览会开幕式上，世界
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罗伯特·泰勒
在致辞中说，“屠呦呦教授发现了用
于抗疟疾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这是
中医最杰出的成就之一。它证明了
中医数千年的智慧与现代医学相结
合，可以解决全球健康面临的一些深
层问题。”

他指出，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上，
各成员国同意制定《传统医学战略
（2025—2034年）》。此次盛会可以
促进对传统医学的理解和使用，更
可以进一步推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
标——共同促进世界各地人人健康。
中国可以凭借丰富的经验，对此作出

独特的贡献。

标准化高质量生产
道地药材

甘肃省陇南山地亚热带暖温带
区，聚力发展黄芪、大黄、半夏种
植；陇中陇东黄土高原温带半干旱
区，重点布局党参、柴胡、独活种
植；青藏高原东部高寒阴湿区，集
中发展当归、党参、黄芪种植；河
西走廊温带荒漠干旱区，主要发展
甘草、板蓝根、红花种植。由此，甘
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四大优势中药
材主产区。

在博览会的“中药材种植加工机
械展区”，来自陇西县首阳镇新华村
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介绍着
当地使用的“深松整地联合作业机”：
它可以一次性完成深松、旋耕、镇压
等作业工序，减少拖拉机进地次数，
节约动力，也有利于保护土地。岷县
一家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展示了电动当归移栽机：体积小，自
动化控制，每小时能移植800～1000
株当归。

（下转第3版）

丝绸之路传递中医药健康能量
——探访第四届中国（甘肃）中医药产业博览会

四部门要求加强
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本报讯 （记者吴倩）近日，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教育部办
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
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加强2023
年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部
署加强秋季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督管理、
教育部门要督促校外供餐单位和学校
在开学前全面开展自查，加强防虫防
鼠防蝇设备设施的检查，定期维护更
新，堵塞设施漏洞，改善老旧设备和硬
件设施，加强食堂的通风道等区域防
鼠网的设置和维护；要组织对校外供
餐单位、学校食堂关键部位、关键设施
设备、关键环节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
要结合集中用餐单位食品安全问题专
项治理行动，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
和隐患建立清单，实行台账管理，限期
及时整改。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会
同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加大
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知识宣传力
度，根据年龄和生长发育特点，避免提
供高盐、高油及高糖的食品，确保营养
均衡；倡导学校食堂按需供餐，通过采
取小份菜、半份菜、套餐、自助餐等方
式，制止餐饮浪费。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
利用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郝金刚 通
讯员崔国军）日前，由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科技司主办、山东中医药大学承办
的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会议在
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会议强调，要充
分发挥中医药古籍在文化强国和健康
中国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立足“保护
好”，强化“研究好”，聚焦“利用好”，统
筹推进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
究和出版利用各项工作。

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
息研究所、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
与文化研究院相关负责人对相关古
籍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浙江、
江苏、四川、山东4个省份的中医药
主管部门交流了本省中医药古籍工
作经验。

据介绍，我国现存中医药古籍有
1万余种。10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不断完善中医药古籍工作体制机
制，组织开展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
用能力建设项目、《中华医藏》编纂项
目等，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作取
得显著进展和积极成效。

会议同期举办全国中医药古籍保
护与利用技术培训。

编 辑 李阳和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
宣传月主题发布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组织开
展2023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
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国家卫生
健康委将于今年9月组织开展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宣传月活动，活动主题为：

“三减三健”从我做起。
“三减”是指减盐、减油、减糖，

“三健”是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
康骨骼。《通知》明确，倡导公众主动
学习健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积极
践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落实“做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围绕婴
幼儿、儿童青少年、老年人群与职业
群体等特定人群，开展健康知识科学
普及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采取健
康的生活方式。在 9月第二周开展
减油宣传活动，向公众宣传食用油
与健康的关系、控油的标准、控油与
反食物浪费的关系，开展家庭、单位
食堂和餐饮机构等减油宣传与引
导，创建健康餐厅（食堂）。在 9 月
第三周开展减盐周宣传活动，向公
众宣传减盐理念和生活技巧，开展
家庭减盐行为宣传与指导，引导每
个人知晓自己的口味及食盐摄入
量，倡导“人人行动 全民控盐”。在
9月下旬围绕“三健”，开展龋病、肥
胖、骨质疏松防控和科学运动宣传倡
导，普及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
骼知识与技能。

《通知》要求，各地充分发挥广播、
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优势，以及新媒
体宣传平台作用，组织开展群众参与
度高、社会覆盖面广、传播效果好的宣
传活动。同时，面向儿童青少年、老年
人群与职业群体，通过不同领域、不同
场所、不同传播媒介策划开展贴近百
姓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倡导宣传、教
育引导活动。

刚果（金）卫生代表团
访问河北

本报讯 （通讯员牛志文 张碧
馨 特约记者肖建军）近日，刚果（金）
公共卫生部秘书长尤马一行访问河北
省卫生健康委。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授
权，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王现坤与尤马签署中非对口医院合作
机制建设项目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中方将组织建立联合
专家委员会，派遣短期专家组在刚果
（金）中刚友谊医院开展临床诊疗带教
和技术指导，并通过远程会诊开展会
议交流、技术培训、会诊等活动，以加
强刚果（金）呼吸系统疾病诊疗体系建
设，提高诊疗水平。

王现坤介绍，50年来，河北省累
计派出21批 544人次赴刚提供医疗
服务，开展卫生交流合作。为落实中
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精神，该省卫生
健康委确定河北省胸科医院与刚果
（金）中刚友谊医院建立对口医院合作
机制，开展“社区获得性肺炎临床诊治
能力专科提升项目”。尤马表示，希望
通过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建设项
目，把中刚友谊医院建设成为国家呼
吸疾病中心，推动提高刚方医疗服务
水平。

陪伴从清晨开始
——扫码看《健康早闻》

校园周边
环境整治

新学期临近，江
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学
校周边开展护航“开
学经济”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对书包、文
具、零食等商品开展
质量安全检查，严厉
打击销售假冒伪劣产
品行为。图为8月28
日，执法人员正在辖
区检查。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