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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兴武 段博薇

王晓华

近年来，我国在卫生健康领域与
国际社会的合作交流持续深化，积极
开展全球抗疫合作，不断深入参与全
球公共卫生治理，为促进全球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为增进世
界人民健康福祉作出重要贡献。在
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和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的道路上，不乏公卫人不倦
的身影。

边陲线上的坚守

在我国西南边陲，有一支被誉为
“热带传染病防控卫士”的队伍，队员
来自云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

为遏制重大传染病流行和跨境传

播，维护区域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由云
南省寄生虫病防治所承担并实施的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疟疾和登革热
联防联控项目”至今已开展了18年。
该所所长周红宁是项目牵头人。

从业34年来，周红宁始终身处疟
疾、登革热等重大热带传染病相关的
蚊虫控制工作最前线。“为了获取传染
病数据，常常要走几十公里的边境山
路，与边民同吃同住。白天进行疫区
疟疾流行情况调查，夜晚钻牛堋、进畜
圈开展蚊虫生态习性观察。”周红宁
说，在缺少先进捕蚊设备时，会冒着被
感染疟疾或其他不明原因疾病的风
险，裸露着自己的双脚吸引蚊虫叮咬。

“长期以来，登革热、疟疾、寨卡病
毒病等蚊媒传染病，威胁着缅甸、老
挝、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居民的生命健
康。”为将我国疟疾防治工作经验和技
术援助服务带到国外，云南省寄生虫
病防治所的李春富曾多次深入中缅、
中老边境地区，开展抗疟药物耐药性
监测、蚊虫习性调研、蚊媒形态学研究

和资源库建设。
自项目实施以来，防控病种从疟

疾逐步扩展到登革热、流行性乙型脑
炎、寨卡病毒病、基孔肯雅热等，覆盖
区域从缅甸扩展到“澜沧江—湄公河”
流域的多个国家。缅甸、老挝、越南、
柬埔寨、泰国和孟加拉国加入了跨境
疟疾和登革热联防联控网络，共同建
立了5个国家级项目联络办公室、22
个省级疟疾/登革热联合工作站、21
个县级跨境疟疾/登革热联合监测点、
1个南亚东南亚热带病国际科技人才
教育培训基地等。

周红宁介绍，跨境联防联控参与
国逐渐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联络和工作
机制，在“共商、共享、共防”的基础上，
通过定期举办疫情交流、技术交流、联
合监测检测、调查和研究等相关会议，
开展联合疫情处置、技术人员培训、访
问学者进修等活动，强化区域热带传
染病的监测、检测、诊治、应急处置等
能力。多年来，该项目为外方培养各
类专业技术人员1500余人。

老挝卫生部传染病控制司相关负
责人表示，该项目有力传播了热带传
染病防控知识、技术和科研成果，为加
强重大传染病和新发传染病联防联
控，促进区域医疗和卫生交流合作奠
定基础，加深了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
关系。

不远万里地守护

在遥远的非洲东部、印度洋西海
岸，有一片如珍珠般剔透的群岛——
桑给巴尔，这里一度是血吸虫病重度
流行区。

2017年2月，一支来自中国的血
吸虫病防治队伍不远万里来到这里，
开展“援助桑给巴尔血吸虫病防治技
术合作项目”。该项目由江苏省血吸
虫病防治研究所承担。作为有着10
余次援非血吸虫病防治经验的专家，
该所副所长杨坤担任该项目专家组
组长。 （下转第3版）

“健康丝绸之路”上的公卫人

在历史的长河中，丝绸
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
也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之
路。沿着这条千年古道，我
国一批批援外卫生健康工作
者奔赴异乡，将不畏艰苦、甘
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
的精神，镌刻在中国援外医
疗队派遣 60 周年的时代丰
碑上。

踏上新征程，我国卫生
健康系统利用自身资源、发
挥独特优势，更好地服务于

“健康丝绸之路”建设，是今
后一个时期全国卫生健康外
事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报将
围绕“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中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讲
好“健康丝绸之路”建设中的
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刘嵌玥

8 月 19 日是第六个中国医师
节。近日，“最美医生”代表齐聚北京，
在央视“闪亮的名字——2023最美医
生发布仪式”上亮相。回首多年从医
路，无论是在乡镇还是城市，在祖国大
地还是异国他乡，“最美医生”们用各
自的行动诠释着对职业最诚挚的热
忱，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与守护。

扎根乡村热土

“卫生室就是我的根，村子就是我
的舞台。只要我还干得动，就要把治病
救人这个事业继续做下去，当好乡亲
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发布仪式上，陕
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寺角营村荒
移卫生室村医刘永生这样说。

自1976年参加工作至今，刘永生
已经扎根乡村医疗事业47年。47年
来，他夙兴夜寐、随叫随到，被当地老
百姓亲切地称为“村里的‘120’”。在
他的召集下，潼关县1000多名医务工
作者成立“刘永生志愿服务队”，长期
在基层开展医疗志愿服务。

“我慢慢老了。为了能让村里的
人继续在卫生室看病，我儿子毕业以
后，也成为了村卫生室的一名乡村医
生，我孙女大学也读的医学专业。”三
代行医，刘永生希望将守护生命的初
心传承下去。

无论身处何处，村民们都是乡村
医生索朗片多心中的牵挂。发布仪式
现场，站在舞台中央稍显紧张的她，在
看到事迹短片中出现乡亲们的身影
时，眼眶很快红了。“每次到老百姓家
里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他们不仅是
我的患者，更像是我的亲人。”过去12

年间，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
贡当乡的乡亲们朝夕相处的每一天，
对于索朗片多来说都是珍贵而难忘的
回忆。

贡当乡地广人稀，全乡近1300名
百姓散布在11个自然村。蜿蜒曲折
的山路上，能看到索朗片多身背药箱
骑在马背上的身影。巡回诊疗时，除
了开展农村多发病、常见病的诊治外，
她积极宣传住院分娩的相关知识和政
策，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贡当乡住院分
娩率达到了100%。

如今，36岁的索朗片多已调到吉
隆县宗嘎镇卫生院工作，但她仍会经
常接到贡当乡百姓的求诊电话。“今后
我会更加努力，为藏区老百姓提供更
好的医疗服务，不辜负他们的信任。”
谈及未来，索朗片多眼中闪烁着光芒。

发布仪式特别致敬的“名医走基
层 志愿服务行”群体由“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组成，5年来，
他们的足迹遍及全国12个省份的19
个县区，直接服务群众超过3万人。
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的医务工作者
走进乡村、走向边疆，为最需要的群众
送去健康。

钻研从未止步

一袭紫色长裙，面带慈爱笑容，发
布仪式现场最年长的医生——国医大
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
科医院主任医师丁樱周身散发着温暖
亲和的力量。扎根杏林55年，年过七
旬的她仍然坚守在临床一线。从患儿
眼中的“丁阿姨”“丁妈妈”到如今的

“丁奶奶”，丁樱十分感慨：“做了一辈
子医生，挽救了许许多多孩子的生命，
我非常有成就感，也对自己的专业愈
发热爱。” （下转第3版）

回首从医路
坚定且光荣

——“闪亮的名字——2023最美医生发布仪式”侧记

□本报记者 刘嵌玥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作为居民健康
的“第一道防线”，其服务水平和服务
质量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就医获得感。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卫生
健康便民惠民服务举措》，要求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提高老年人就医便利性、
改善就医服务环境、提升居民就医服
务体验。为了解基层便民惠民“暖心
医院”建设情况，记者采访了河南省、
辽宁省和陕西省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乡镇卫生院。

老年友好 看病更省心

“李大娘，这是您上午在卫生院做

的血常规化验结果，我顺路给捎回来
了。”在河南省新乡市辉县市吴村镇王
敬屯卫生院开完会后，吴村镇新安屯
村村医把同村村民李大娘的血检结果
带了回来。

为让老年患者就医更便捷，王敬
屯卫生院专门设置代理代办办公室，
由专人负责，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
残疾人提供代理代办服务。如，到辉
县市行政大厅、医保中心帮助患者办
理医保补助、更换慢性病证等业务，到
辉县市人民医院代取检查结果、与村
医对接转交检查结果等。这些举措，
通过工作人员“多跑腿”，实现老年患
者“少跑路”。

在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
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长安区滦
镇中心卫生院，方便老年人就医的理
念体现在方方面面：随处可见的共享

轮椅、“老年患者优先服务”标识，内
含老花镜、针线包等物品的便民服务
盒，一站式服务窗口，老年人就医绿
色通道……

太乙路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张小润介绍，该中心为老年人、残疾
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对一”全程陪诊
服务。自助机旁、电梯间、缴费窗口
前，经常可以看到陪伴在老年患者身
边的医务人员，真正满足老年患者

“无障碍、零距离、一站式”的快捷服
务需求。

在做好线下服务的同时，辽宁省
沈阳市大东区积极推进卫生健康信息
化工作，加快互联网医院建设，全面开
展智慧健康便民惠民服务。

家住大东区文官街道的王奶奶患
有高血压，血压忽高忽低。王奶奶的
家庭医生虽定期回访，但无法做到及

时跟踪随访。自从大东区免费为高血
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居民配备智能血
压计和智能血糖仪后，王奶奶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智能血压计实时量血压后，会把
结果同步传送到大东区智能慢病管理
平台，王奶奶的家庭医生刘慧晶在文
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够看到。如
果结果有异常，医生的手机也会有提
示，同时系统智能外呼机器人会自动
拨打王奶奶的电话，询问其服药、情
绪、作息等情况，便于家庭医生在随后
的电话随访中及时为其提供个性化的
健康调理指导。

“操作简单，我也不用再像以往那
样，血压高了就马上去医院，现在家
庭医生第一时间就能联系到我。”王
奶奶说，有人管了，她的心里一点都
不慌了。 （下转第3版）

改善服务：打造家门口的“暖心医院”

医疗机构
疾控监督员制度

试点启动

本报讯 （记者张磊）近日，国家
疾病预防控制局召开医疗机构疾控
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启动会。国家
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国家疾
控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贺胜出席会议
并讲话。国家疾控局副局长卢江主持
会议。

王贺胜指出，开展疾控监督员制
度试点，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落实党的二十大
关于创新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目
标任务的重要抓手，是提升综合监督
能力和创新监管方式的积极探索。要
充分认识做好试点工作的重要意义，
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
部署上来，推动试点工作落地见效。

王贺胜强调，开展试点工作要突
出重点，聚焦难点，把握好医疗机构疾
控监督员的遴选培训、职责定位、激励
保障等关键环节，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勇于探索，大胆尝试，精准推进试点工
作任务落实，为推动疾控监督员制度
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奠定坚实基础，
以扎实的试点成效为疾控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积极力量。

编 辑 刘也良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8月31
日，第三季度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
合试验区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安徽省
淮北市濉溪县召开。会议肯定了试
验区建设在创新管理体制、运行机
制、服务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取得的突破，认为试验区建设取得
了阶段性实质性进展，并对下半年
重点工作做出安排部署。

会议要求，建立健全领导决策
支持机制和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加强对试验区建设领导，完善部门
协同配合工作机制，把基层卫生健
康工作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面落实政府投入保障主

体责任，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经费向基
层倾斜。推动将村卫生室全面纳入医
保定点管理，推进完善村（居）公共卫
生委员会运行机制，提升基层卫生健
康治理能力。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每个试验区建成1～2个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强化牵头医院对
乡村两级医疗机构的帮扶带动，实现
资源、管理和服务向乡村两级下沉。
积极推进对医共体实行医保基金按人
头总额付费，建立结余留用、合理超支
分担机制。

会议要求，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探索基层卫生健康人才培养、使用新
机制，不断充实基层卫生健康人才队

伍。通过实施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相
关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到县（市）疾控
中心进行全职训练，疾控中心卫生专
业人员到医院接受临床训练等措施，
探索打通“医防管”复合型人才培养途
径。完善村卫生室岗位补贴和运行经
费补助。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

“六个拓展”，在推进重点人群签约服
务全覆盖基础上，努力提升全人群签
约服务率。同时做好“优质服务基层
行”、社区医院建设和公共卫生服务等
工作，推进《基层卫生健康便民惠民服
务举措》落实，更多惠及广大居民，把
试验区建成基层卫生健康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的示范区。

国家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设经验交流会提出——

建立健全支持机制和协同工作机制

甘肃人群包虫病
患病率下降到0.01%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近日，甘肃省包虫病防治工作推进会
议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召开。记
者从会上获悉，该省人群包虫病患病
率由2017年的0.06%下降为2022年
的0.01%，包虫病患病率持续控制在
1%以下，实现了基本控制目标。

甘肃省包虫病流行区地理环境复
杂，动物宿主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基层医
疗和公共卫生条件薄弱，健康知识普
及率较低，防治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
难和挑战。会议要求，要清醒认识当
前包虫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和问
题，持之以恒、慎终如始，巩固来之不
易的防治成果；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
确保疾控机构改革过渡时期，工作力
度不变、进度不减、质量不降。

会议提出，要对本地区包虫病防
治工作进行认真梳理，建立问题清单，
有效解决工作开展不均衡、基层能力
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优化完善医防
融合机制流程，确保包虫病“防、查、
治、管、访”各个工作环节信息畅通；将
科普宣传工作作为疾病预防的重要推
手，引导居民养成健康生活习惯。8月 31日，河北省涿州市一家幼儿园，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做

游戏。当日，涿州市全部学校开始错峰开学。
翟羽佳摄

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