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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郭蕾）为统筹发展
和安全，提升安全生产能力，11月16
日上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北京市
西城区消防支队开展以“预防为主、生
命至上”为主题的消防疏散演习，委机
关及驻楼单位共400余人参加。委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雷海潮出席活动并
讲话。

演习分为应急疏散和观摩培训2
个环节，首先模拟火灾发生，按照规定
程序开展初期扑救和疏散救援，办公
楼内工作人员根据消防广播提示，有
序疏散至楼外安全区域，随即开展消
防安全技能培训和模拟火灾逃生体
验。此次演习组织有序、效果良好，对
委机关消防安全工作和干部职工应急
能力进行了系统实战检验，达到了排
查风险、锻炼队伍、改善技能和宣传教
育的目的。

雷海潮强调，各司局各单位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的重要论述，深刻认清安全生产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落实“一岗双责”“三
管三必须”要求，通过演习进一步优化
应急响应和协调联动机制，不断完善
消防预案，切实提升消防安全能力，坚
决履行好安全生产的底线责任。

国家卫生健康委
举行消防疏散演习

课间动起来

11月15日，四川省
华蓥市双河二小的学生
在课间开展趣味活动。
该市要求各中小学校充
分利用课间 10分钟，组
织学生开展文体活动，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邱海鹰摄

□本报记者 高艳坤

受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不便外
出就医人数增多、家庭照料者不足等
多重因素影响，居民要求提供家庭病
床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我国老
龄化程度较深的城市之一，广东省广
州市早在2002年便启动家庭病床服
务试点。经过20余年的发展，该市越
秀区跑出了加速度，开设的家庭病床
数量连年超过全市总量的半数，有效
满足了居民需求。

满足越来越大的服务需求

每天一大早，越秀区六榕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家庭病床科
负责人梁春铭便背起出诊箱，行走在
曲折的小巷和高高矮矮的楼栋中，为
家庭病床患者入户服务。六榕街道面
积不大，只有2平方公里左右。通常，
梁春铭只需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居民
家中；去远一点的居民家，她就骑个共
享单车，不出15分钟也能到达。

对梁春铭而言，这是她15年如一
日风雨无阻的日常。2002年，广州市

在4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始试水，
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便是其中之
一。为进一步保障家庭病床服务，该
中心在 2004 年成立家庭病床科。
2008年，梁春铭从住院部转到家庭病
床科，开始参与家庭病床服务工作。

梁春铭说，那时家庭病床科工作
量少，医务人员收入自然也不高，“我
既是医生又是党员，服从安排，为行动
不便的患者上门服务是应该的”。至
于接下来自己会面临什么情况等，她
没有多想。

在距离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公里外的越秀区珠光街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家庭医生马桂礼的情况与梁
春铭有些相似。在马桂礼看来，自己
的职责就是为签约对象提供全面、连
续、便捷的医疗服务，其中自然也包括
居家服务。

尽管日常工作已经安排得满满当
当，马桂礼还是坚持每周至少抽出一
天时间入户服务。“我和签约对象在多
年相处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愿意
在老朋友需要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马桂礼说。

越秀区是广州市区域面积最小、
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老城区。全区面
积有33.8平方公里，60岁以上老年人
约有 33.4 万名，占户籍人口总数的

28.4%。从开展家庭病床服务的角度
说，这种环境是得天独厚的。

近年来，越秀区居民尤其是老年
人对家庭病床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
全区每年开设的家庭病床都超过
3000张，最高时达到5000张。居住
在六榕街道的老人有2万名左右。今
年以来，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
设的家庭病床已超过500张。

不断完善激励补偿机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春铭发现，医
务人员对家庭病床服务的态度发生了
变化，在六榕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
不少医务人员主动提出到家庭病床科
工作。

大家态度的变化，在于看到了家庭
病床服务发展的空间和希望，更直接的
原因是不断完善的激励和补偿机制。

近年来，广州市不断完善对家庭
病床服务的财政补偿机制，引导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越
秀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甫
初介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和乡
镇卫生院每建立一张家庭病床，市、区
财政按73元/床的标准给予补助；医

生每出诊、巡诊一次，分别补助15元、
13元；护士每出诊、巡诊一次，分别补
助25元、23元。

今年，越秀区将“增加基层医疗服
务供给”纳入十件民生实事，要求全区
1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部开展家
庭病床和出诊巡诊服务，建床量同比
增加15%以上。

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努力统筹内
部资源，支持家庭病床服务发展。珠
光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鼓励所有家庭
医生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该中心原主
任陈科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作
为管理者，不能只吹冲锋号而不肯发
弹药。”陈科介绍，提供家庭病床服务
较多的医生年收入明显增加，专职护
士的收入也比普通门诊护士平均高出
10%～20%。 （下转第2版）

借势借力 跑出家庭病床发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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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启动深化医改
十大举措推选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近
日，2023年“海南省深化医改十大创
新举措”推选活动在海南全省启动。
此次活动旨在及时总结和展示全省深
化医改的进展和成果，助力海南自由
贸易港和健康海南建设，营造全社会
关心医改、支持医改和参与医改的浓
厚氛围。

海南省明确，省市县三级医改相
关部门（成员单位）、办医主体、省级卫
生健康相关学会（协会）、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以及省卫生健康委各处室、委
直属单位均可作为推荐单位。推荐的
创新举措需符合以下条件：是近年来
已推出和实施的改革举措，符合国家
和海南省医改政策导向，正在实施或
被实践证明取得良好成效和社会反
响，具备创新性和可推广性，突出重点
工作、主要举措、取得成效、百姓获得
感；可以是单项举措，也可以是若干有
关联性举措的组合。今年年底前，根
据网络投票、专家打分评出2023年海
南省深化医改十大创新举措。

此次活动由海南省医改办、省卫
生健康委指导，海南省医药卫生改革
发展研究会、海南日报社、健康报社海
南记者站联合举办。

家庭托育点
管理办法发布
■收托婴幼儿数不得超过5人

■每名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

■托育点应符合安全质量标准

本报讯 （记者郭蕾）11 月 14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
消防救援局联合发布《家庭托育点管
理办法（试行）》。《办法》规定，家庭托
育点是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
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
等托育服务的场所，收托婴幼儿数不
得超过5人。住宅包括使用自有住宅
或租赁期不少于3年的他人住宅。利
用住宅开展托育服务且收托人数超过
5人的，应按照托育机构相关要求办
理登记备案。

《办法》指出，举办营利性家庭托
育点的，向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
申请注册登记，家庭托育点名称中应
当注明“托育”字样，在服务范围及经
营范围中明确“家庭托育服务”。家庭
托育点登记后，举办者应及时向所在
地的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登录托
育机构备案信息系统，在线提交有关
材料，填写家庭托育点备案书、备案承
诺书。卫生健康部门主动向社会公开
家庭托育点备案情况。

《办法》要求，家庭托育点每1名
照护人员最多看护3名婴幼儿，照护
人员应身体健康，无精神病史；无性
侵害、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
罪记录；有婴幼儿照护经验、专业背
景，受过相关培训。家庭托育点举办
者同时是照护人员的，应当符合上述
条件。

《办法》要求，家庭托育点的选址、
房屋结构、设施设备、装饰装修材料、
家具用具等，应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质
量标准和环保标准，符合抗震、防火、
疏散等要求；婴幼儿人均建筑面积不
小于9平方米。使用自建房开展家庭
托育服务的，向卫生健康部门备案时，
需提供房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或房屋
安全鉴定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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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世嘉

今年是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60
周年。11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被中央宣
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中国援外
医疗队群体代表，讲述他们在投身援外
医疗事业中的医者仁心与大爱情怀。

前赴后继，不懈传承

“您的父亲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对您加入援非医疗队有什么影响？”
在现场记者的提问中，第10批援埃塞

俄比亚中国医疗队队员、河南省安阳
市人民医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梅学
谦讲述了他与父亲的援非情结。

梅学谦是家里的第3代从医者，
父亲梅庚年是首批援埃塞俄比亚中国
医疗队队长。从小家境贫困的梅庚年
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先后
成为八路军、解放军的军医。不幸的
是，梅庚年于1975年 8月 11日在埃
塞俄比亚殉职并安葬于该国。“每逢清
明节，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及各届
医疗队都去给我父亲扫墓，当地的一
户人家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在无偿
为我父亲扫墓。”梅学谦说。

对梅学谦而言，父亲的以身殉职
使他产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到埃塞
俄比亚开展援外医疗工作，完成父亲

未竟的事业。“我也想到埃塞俄比亚亲
自为我父亲扫墓，以尽我的孝心。”梅
学谦说。

怀揣着这份浓浓的援外情，梅学
谦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埃塞俄比亚的土
地，并最终圆满完成援外医疗任务。

作为出席记者见面会的唯一的
80后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第2、
3、4批援多米尼克中国医疗队队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
医师吴德熙对梅庚年等援外医疗前辈
的光荣事迹别有一番感悟。

“不管是老一辈的医疗队员还是
我们年轻人，我们的职业都是医生，都
有着治病救人的初心。我们援外也是
在履行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展现中
国的大国担当，尽己所能地为人类健

康福祉作出贡献。”在吴德熙看来，一
代代中国援外医疗队员前赴后继、不
懈传承的本质在于一脉相承的中国医
疗队精神。

“不同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
我们的前辈们所经历的艰苦条件是我
们无法想象的，他们需要更大的勇气、
克服更多的困难去完成他们的使命。
我们很幸运，现在中国有先进的医疗
技术，为医疗队员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让我们援外更有底气。”吴德熙感慨。

白衣越洋，守望相助

2014年，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

数万人被感染。在全世界都“谈埃色
变”时，第24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
队长暨国家埃博拉防控专家组组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党委
常委、副院长王振常带领团队踏上了
援非抗埃“战场”。

“我们没有一个退缩的，都是准
点到达几内亚开展工作。”王振常回
忆，医疗队抵达后随即开展调研与疫
情分析工作，对埃博拉防控援助点进
行点对点帮扶。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历时2个月，医疗队累计培训、带教
当地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及政府行
政人员 1679人，为几内亚防控埃博
拉疫情、建立公共卫生体系打下坚实
基础。

（下转第2版）

山海心连 携手相依
——中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中外记者见面会侧记

本报讯 （记者吴倩）11月16日
晨，山西省吕梁市永聚煤矿办公楼发
生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等国
务院领导同志作出批示。国家卫生健
康委高度重视，马晓伟主任和曾益新、
雷海潮副主任立即要求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批
示要求，把救治生命放在首位，安排国
家级医疗专家赶赴当地，加强会诊，指
导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尽最大努力减

少因伤死亡和残疾。
事故发生后，当地卫生健康部门第

一时间派出“120”救护车和医护人员
赴现场开展伤员救治和转运工作。截
至目前，在院收治伤员38人，其中危重
伤员3人、重伤员4人、普通伤员31人。

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已随国
务院分管领导赶赴吕梁，加强医疗救
治协调。11月16日下午组织国家呼
吸医学中心、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北京
协和医院等医院重症、呼吸、创伤、消

化专业专家和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
会主任委员等11人，对收治伤员进行
远程会诊。派出医疗应急司相关负责
同志带领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呼吸、重
症专家赶赴伤员收治医院，会同当地
医务人员组成救治专家组，对收治伤
员逐一会诊，一人一策制定救治方案，
进行个案管理，全力保障伤员救治效
果。国家卫生健康委将根据救治需要
随时增派医疗救治力量，最大限度保
障伤员生命安全。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力指导开展
永聚煤矿办公楼火灾事故伤员救治

贵州更广更深推进
健康县市区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海）近日，
贵州省爱卫办、卫生健康委印发《贵州
省健康县（市、区）建设和评估管理办
法（试行）》。《办法》明确了健康县（市、
区）建设、评估和复审等事项，进一步
细化完善建设规范，助力提高人群健
康素养和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社会与
人的健康协调发展。

《办法》明确，省级健康县（市、
区）的建设、技术评估由省爱卫办、卫
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提供技术支持。健康县（市、区）
建设内容和建设规范按照全国爱卫
办、贵州省爱卫办等发布的相关文件
要求执行。

《办法》附录的《贵州省健康县区
评估标准（2023 版）》共包括 6个维
度，90条二级指标，总分1000分，较
2019年的标准涉及范围更广、层次更
深、力度更大，对健康县区建设提出了
更新更高的具体要求。

《办法》明确，健康县（市、区）在通
过评估后，须持续开展建设工作，并在
满5年后参加技术复评。同时，贵州
省爱卫办和卫生健康委还将定期组织
报送优秀案例向国家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