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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人工关
节）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配套措施的
意见》，明确充分利用集采平台挂网、
医保基金预付、医保支付、医疗服务价
格调整、医疗机构激励约束等措施，推
动人工关节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平
稳实施。

去年9月，国家医保局组织开展
人工关节集采，首年意向采购量共54
万套，占全国医疗机构总需求量的
90%，人工髋关节和人工膝关节的平
均价格分别从3.5万元和 3.2万元下
降至7000元和5000元左右，平均降
价82%。

《意见》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
时组织医疗机构与中选企业签订采购
协议。各统筹地区要根据中选产品的
中选价格、各医疗机构与企业协议约
定的采购产品及数量，及时测算协议
采购金额。在医保基金总额预算管理
基础上，建立预付机制，在医疗机构与
中选企业签订采购协议后，医保基金
按不低于年度协议采购金额的30%
预付给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要及时与
企业结清货款，结清时间不超过使用
耗材的次月底。

《意见》明确，人工关节集采中选
产品以含伴随服务费的中选价格为支
付标准，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医保基金
按规定比例支付。非中选人工关节属

于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各地要采取
措施，在两年内渐进调整支付标准至
不超过集采同一分组中选产品的最高
中选价格。参保患者使用价格超出医
保支付标准的产品，超出支付标准的
部分由患者自付。

《意见》提出，置换关节的跨省患
者占比大、人工关节置换术等核心项
目价格明显低于全国中位价格和周边
省份价格的地区，可专项调整相关项
目价格。公立医疗机构采用手术机器
人等智能化系统辅助手术操作的，坚
持劳务价值和设备贡献相平衡、收费
与功能相匹配的原则，以人工关节置
换术项目价格为基础上浮一定比例加
收，不单独设立收费项目。

两部门推进人工关节集采落地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防
控是“国之大者”。常态化疫情防
控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一套复
杂的运行体系，各地区各部门各
方面都在其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
用。疫情防控没有局外人，也没
有旁观者，只有切实统一思想和
意志，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乃至
每个人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

好本职工作、守望相助，才能凝聚起最
强战“疫”力。

进入 3 月以来，外防输入压力明
显加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
先后向吉林、广东、山东等省份派驻工
作组，指导相关地区有序、有力推进疫
情防控工作；一批批医护人员赶往抗
疫前线，方舱医院加速建设；社区工作
者坚守防疫一线，群众主动遵循防疫
规定……源源不竭的各方力量守护住
暂时按下“慢行键”的地方，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的担当作为在春寒料峭中得

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也要看到，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形

势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的特
点。究其原因，既有疫情多点散发、隐
匿传播的原因，也有个别地方“四方”责
任落实不到位、作风不严不实、思想松
懈麻痹等情况。一线防控工作和全力
以赴稳产保供、千方百计保障民生、保
障正常医疗秩序相互支撑，一个环节失
守，就可能造成全链条的断裂。对此，要
强调阵地意识，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
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不我待的

精神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从3个多月时间实现将疫魔

驱离武汉，到通过全链条精准防
控推进“动态清零”，中国始终根
据疫情形势变化，及时调整疫情
防控措施，不断提高精准防控能
力，有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疫情形势越是严
峻，越要守好这片国土、守好美丽
家园，越要保持战略定力，积小胜
为大胜，实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双胜利。

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从严抓好疫情防控④

宁夏：强化假期
疫情防控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艳芳 魏
剑）3月 30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指挥长咸辉先后
到指挥部办公室、自治区疾控中心、部
分交通卡口调研检查，并主持召开指
挥部专题会议。会议强调，要加强清
明节假期疫情防控，严格落实“预约、
错峰、限流”等措施，强化祭扫、旅游等
聚集性活动防控。

在自治区疾控中心，咸辉与工作
人员深入交流，现场察看疫苗储备库
和移动公共检测实验室，强调各级疾
控中心是防控疫情的重要力量，要坚
持“防”字为先、以防为主，科学规范疫
苗出库管理，精准有序加强流调溯源，
不断提升检测质量速度，为疫情防控
提供强有力保障。

海南：全力做好
流调排查

本报讯 （记者刘泽林）3月 30
日，在海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该省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
主任周长强表示，将全力做好流调排
查，全面追踪密接、次密接，做到应排
尽排、即查即转、应隔尽隔。

周长强介绍，随着清明小长假即
将来临，人员流动性增大，祭扫、旅游、
聚会等活动增多，出现关联疫情的可
能性不断加大。因此，海南省对风险
地区进行了分类管控，在近期出现疫
情的海口市划定3个封控区和3个管
控区、万宁市划定1个封控区和6个
管控区。封控区严格执行“封闭隔离、
足不出户、服务上门”管理措施，管控
区实行人员只进不出，严禁人员聚集，
仅开放生活保障场所。

浙江加强
职业病防治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日前，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发布
《浙江省职业病防治“十四五”规划》，
进一步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

《规划》从多方面落实任务目标：
深化源头预防，强化用人单位主体责
任。加强对承包商、劳务派遣人员的
职业健康保护和管理；严格监督执法，
提高职业健康监管效能。完善“互联
网+监管”、现场执法与非现场执法相
结合、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的执法模
式；加强监测评估，提升职业病患者救
治保障水平。按照“省市诊断、省市县
救治、基层康复”的原则，依托现有的
医疗卫生机构建立健全职业病诊断救
治康复网络；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加强
职业人群健康管理。提倡用人单位做
好员工健康管理。构建“省、市、县”三
级并向重点县区、乡镇延伸的职业病
诊断救治技术支撑网络。加强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技术在职业病防治工作
中的应用研究。推动实现职业健康相
关信息的协调联动，构建“互联网+职
业健康服务”体系；加强宣教培训，增
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

甘肃推动
爱卫活动融入日常

本报讯 （记者王耀 林丽）近
日，甘肃省爱卫办、省文明办、健康甘
肃行动推进办决定联合在全省开展第
34个爱国卫生月活动，并制定了《甘
肃省第34个爱国卫生月活动方案》，
推动全省继续开展倡导文明健康绿色
环保生活方式活动，筑牢疫情常态化
防控社会大防线。

《方案》提出，各地要大力开展城
乡环境集中整洁行动。广泛动员群
众，组织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活
动。持续开展文明健康绿色环保主题
活动，深化“绿色出行”“光盘行动”“分
餐公筷”“垃圾分类”等行动。

《方案》明确，各地要开展爱国卫
生70周年成效展示活动，扩大爱国卫
生运动影响力。各地要将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月活动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等
工作紧密结合，融入日常，发动广大志
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协助做好爱国卫
生各项工作，推动有关工作落实落地。

□本报记者 张磊 张丹
特约记者 蔡爽

搭建“一个舱”，守住
“一道门”

急诊是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通
道，在战“疫”中亦是与病毒短兵相接
的前沿阵地。如何在保障患者得到及
时救治的同时，将病毒拒之门外避免
院感？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搭
建了新冠预检分诊/隔离抢救方舱。

“这里就是。”该院急诊科主任崇
巍指着急诊病房楼外独立设置的几个
白色板房说，持续数日的值守让他的

脸上写满了疲惫，“这里承担着急诊患
者新冠筛查、病情评估和可疑新冠感
染危重患者抢救等功能。”

“2021年1月，新冠预检分诊/隔
离抢救方舱正式启用。”崇巍说，本轮
疫情发生当天，相关科室人员对隔离
抢救单元进行了扩建，仅3个多小时
完成全部主体搭建、照明、取暖、消杀
等相关设施构建，为接诊新冠风险急
危重症患者做好了保障。

崇巍表示，搭建新冠预检分诊/隔
离抢救方舱的目的就是将疫情防控关
口前移，打破“先筛后入”的传统预检
分诊模式。如果就诊时患者没有48
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那么，先在隔离
抢救方舱内救治，这一过程中，医护人
员需要身着“大白”。快速核酸检测结
果出来后，若为阳性，会将患者转入负
压手术室或病房继续救治。

搭建隔离抢救方舱的同时，改善
急诊预检分诊及隔离抢救室工作流程
也是重要一环。记者看到，前来就诊
者除了要扫描行程码外，还要扫描一
个二维码。“这是我们医院定制的急诊
预检分诊疫情防控排查信息手机线上
录入系统。”崇巍解释，线上平台开通
后，患者及陪护人员通过扫描“急诊分
诊”二维码，即可实现同一时间内多人
进行新冠相关流行病学及症状学信息
填报，信息提交后预检分诊医生即可
进行线上审核，审核通过后患者及家
属即可进入诊疗区域，使医生的预检
分诊工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记者注意到，急诊入口多处放置
了“急诊分诊”二维码，安保人员的有

序疏导，减少了急诊方舱内的人员聚
集。此外，安保人员将无法进行线上
录入信息的老年患者及陪护引导至方
舱内，采用传统的手写填报完成新冠
流调筛查。

“疫情期间，很多急诊患者是由
‘120’转运到这里的。”崇巍说，为了提
升这类患者的就诊效率，实现疫情防控
与急诊急救“两手抓、两手硬”，该院与
沈阳市急救中心开展院前联动，在

“120”急救车上放置“急诊分诊”二维
码，便于来诊的急危重症患者及其陪护
提前进行信息录入，院前急救人员在急
救车上协助完成生命体征信息录入。

急救车抵达急诊的同时，以最短
的时间完成新冠筛查和病情分级，确
保急诊急救医疗流程无缝衔接。此
外，在外埠“120”运送患者到达时，向
外埠急救车发放“急诊分诊”二维码，
为全省急诊急救服务开辟新冠风险排
查绿色通道。“线上信息录入系统的运
行，不仅提升了预检分诊效率，更是为
急危重症患者提供整体系统化、低风
险、高安全性的闭环式优质急诊急救
服务。”崇巍说。

越艰难，越勇敢

每台手术都是一次与死神的较量。
手术室内，仪器设备滴答作响，中

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主
任谷天祥和十几名医护人员穿着密不
透风的防护服，挤在不能使用中央空
调的负压手术室内，沉重的呼吸声此

起彼伏。
“这是一名从吉林返沈的隔离人

员。”谷天祥说，3月19日凌晨，患者
突发胸痛、胸闷，被送至“黄码”医院
治疗，但由于罹患急性A型主动脉夹
层，病情危重。“这种难度的手术，沈
阳只有极少数医院能做，因此，须尽
快转院。”

患者处于隔离期，转运并手术意
味着给医院带来极高的疫情防控风
险，但秉持“生命至上”理念，中国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麻醉科、
院感办等多科室联动，迅速制订详细
的患者转运、术后治疗和防疫方案，并
设置单独的重症监护隔离病房，整个
转运及治疗全程闭环管理。很快，患
者被推进隔离手术间。“手术很成功。”
身穿“大白”的谷天祥长舒一口气。

由于要戴面屏，无法使用头灯，加
之长时间的手术，面屏上凝结了一层
雾气，视野受到一定影响，手术难度陡
增。谷天祥的办法是“慢下来”。每一
针、每一个缝合动作都小心翼翼，既往
4个小时的手术，进行了6个小时。

这6个小时，对谷天祥而言，却仿
佛一瞬。“手术过程需要精神高度集
中，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完成最
后一针的缝合，谷天祥才发觉自己的
腰背几近麻木，根本直不起来，“全身
都湿透了，鞋里都是汗水”。

“谷主任心脏不好，血压高，我们
给他口罩里接了氧气管，这也是他第
一次全程插着氧气管做完 6个小时
的手术。”共同完成手术的心脏外科
教授师恩祎颇为感动，但在谷天祥看

来，只要手术能顺利完成，一切付出都
值得。

对产科主任孟涛而言，世间最美
的声音，莫过于新生命呱呱坠地时的
啼哭。“太好了，是对龙凤胎！”3月22
日下午，随着一声婴儿啼哭，产科病房
传来一阵欢呼声，一名足月妊娠双胎
的产妇顺利生产，母婴平安。

孟涛如释重负。“说起双胞胎孕
妈，很多人都会投以艳羡的目光，但在
产科医生的眼里完全不是这样。”孟涛
说，双胎的产程中，第二胎的生产极有
可能出现胎位不正的情况，所以双胞
胎妊娠对妈妈和宝宝是个考验，更是
对产科医疗技术的考验。“生产前，我
们提前做好各项预案，确保产程顺
利。生产过程中，专家团队一边指导
产妇屏气用力，一边为她鼓气加油。”

“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医院就制订了一套产科应急预案，
平时也进行过演练。产科的医护人
员都在坚守岗位，目前所有工作都在
有序开展中。”孟涛说。

3月22日，一名56岁的女性患者
心率缓慢，心室率仅34次/分钟，诊断
心律失常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在中国
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双腔永久
起搏器植入术；3月25日，一名73岁
的男患者被诊断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
梗死，该院急诊手术团队对其进行急
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3月 26日，
一名40岁的男患者持续胸痛，考虑急
性前间壁心肌梗死，在该院进行急诊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

（下转第3版）

有一种温暖，叫做“大白”的坚守
春分后的沈阳静了下来。
为抗击本轮新冠肺炎疫情，

3月19日起，该市所有客运线路
停运，客运站关闭，并于 3 月 24
日—3月30日停止一切非必要流
动、活动。

“慢节奏”的背后，为保障疫
情防控期间群众日常就医需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
务人员加快了脚步。这家有着百
年积淀的“红色医院”，以更加专
业周到的服务，为挽救每一个垂
危的生命而倾尽全力，为迎接每
一个新生命的啼哭而欢欣鼓舞。

抵达

3 月 31 日，四
川省第二批援吉医
疗队抵 达 吉 林 省
长春市龙嘉机场。
据介绍，这支援吉
医 疗 队 共 有 189
人，队员将直接乘
坐大 巴 赶 赴 吉 林
市，与此前抵达的
四川省第一批援吉
医疗队会合，并开
展后续工作。

新华社供图

山西明确
卫生健康宣传要求

本报讯 （通讯员阎耀 特约记
者刘翔）近日，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召开
2022年山西省卫生健康宣传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采取多
种形式，深入宣传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在深化医改、区域医疗中心建设、136
兴医工程、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康
中国山西行动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方
法路径及进展和成效，努力讲好山西
卫生健康故事。

会议强调，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有
效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各级各单位
要高度重视舆情处置工作，建立主要
领导负责的舆情处置工作机制。聚焦
群众需求，开展健康科普知识宣传。
医疗机构要组建健康科普队伍，制定
健康科普工作计划，建设新媒体健康
科普平台，推广使用健康教育处方，定
期面向患者举办针对性强的健康知识
讲座。各地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
与健康知识普及工作，采取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引导群众了解和掌握健
康知识，推动个人践行健康生活方
式。做好疫情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
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