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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
办、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
电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科
协、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等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
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
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
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增加全社会
健康科普知识高质量供给，推进健康

科普服务高质量发展。
《意见》提出了健康科普知识应

当具备的5个条件，包括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符合伦
理规范；内容准确，没有事实、表述和
评判上的错误，有可靠的科学证据
（遵循循证原则），符合现代医学进展
与共识；主题契合公众关切的健康问
题，语言与文字通俗易懂，表现形式
易于公众理解、接受、参与；基本要素

齐备，有明确的来源、作者、发布时
间、适用人群等；不得含有破坏国家
宗教政策、宣扬封建迷信，煽动民族
仇恨、民族歧视，淫秽、色情、暴力等
违法信息。

《意见》要求，着力从健康科普信
息的发布、传播和监管、社会监督等
多个环节发力，遏制虚假健康信息，
净化健康科普知识传播环境。健康
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主体履行信息

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多部门联动，
建立协调机制，引导传播主体加强
对发布和传播健康科普知识信息的
审核，及时删除虚假健康信息，加强
健康科普知识监测与评估。鼓励社
会各界广泛参与健康科普知识监
督。对发布和传播虚假健康信息的
违法行为及其责任主体，依法依规予
以处理

《意见》指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应当加大健康科普知识供给力度，支
持并鼓励医疗卫生行业与相关从业
人员创作和发布更多更优质的健康
科普作品。各医疗卫生机构网站应
当根据本机构特色设置健康科普专
栏，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讲座和咨询
服务，三级医院应当建设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健康科普账号。媒体应当开
展健康知识的公益宣传，鼓励全社会
积极开展健康科普传播活动。

多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要求——

增加健康科普知识高质量供给

□叶龙杰

上海正式“重启”。6 月 1 日
起，上海进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
生活秩序阶段。加快经济恢复和
重振的50条措施已经制定出来，
为民解忧、助企纾困的各项举措
正在陆续实施，公交、医疗等各
项公共服务将逐步恢复正常，大
上 海 的 繁 荣 景 象 正 在 稳 步 回
归。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的

《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提到：
“要真诚地感谢广大医务人员、
疾控人员、基层干部、社区工作

者、下沉干部、志愿者、公安民警、城市
保供服务人员、新闻工作者等在抗疫
一线的日夜拼搏！感谢国家各相关部
门、各兄弟省区市和人民军队对上海
的倾力驰援！尤其要感谢全体上海市
民的支持和付出！”

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
疫情，上海这座超大城市前所未有地
静了下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
要指示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召开会议，在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各
个关键时间节点提出明确具体要求，
为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注入了强大信心。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

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坚实基础。
上海市人口多、老龄化程度深，本

轮疫情规模大，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
传播快、隐匿性强，增加了疫情防控
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迅速启动应急响
应工作，组织研判疫情，成立上海工作
组，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
动摇，落实“指导、服务、督导”的职责
定位，加强综合协调、技术指导、服务
保障、督导检查、专家培训、资源调
配，深入现场开展调研工作，指导上海
市制定发布了大量指导性文件，为上
海市实现社会面清零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举国上下
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从未动摇。上
海工作组针对上海市初期核酸检测能
力不足、存在严重缺口的情况，迅速协
调江、浙、皖等省份派遣援沪人员参加
上海市核酸检测采样工作；针对上海
抗疫初期医疗机构人员不足的情况，
陆续从全国调集约 5 万名医护人员，
用白衣筑起了一道保卫大上海的坚固
城墙；针对轻症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占绝大多数、需要大量方舱医院的特
点，指导上海市加快推进方舱医院建
设和投用；指导基层落实好网格化管
理、居家隔离、康复人员健康监测等工
作，指导统筹兼顾疫情防控和安全生

产、复工复产……
这轮疫情发生以来，上海市

上下众志成城、迎难而上，广大市
民以不同的方式大力配合、积极
参与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许多市
民主动投身志愿服务，不辞辛劳、
不惧风险，承担了看似琐碎而又
不可或缺的大量工作，与这座城
市共克时艰；当地医务人员、疾控
人员、城市运行保障人员、公安民
警、社区工作者、快递小哥等不辞
辛苦、日夜值守，面对急难险重任
务勇挑重担，坚定守护着自己的
家园。

历史会记住为这座城市坚守
和付出的所有人。当前，巩固疫
情防控成果依然不容丝毫松懈，
一方面要有效管控疫情反弹风
险，健全便捷灵敏的发现机制、及
时高效的处突机制、动态调整的
管控机制，全力提高疫情应急处
置效率；另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宣
传引导，落实好“四方责任”，时刻
绷紧防疫这根弦，共同守护来之
不易的防控成果。

上海“重启”，上海向前

恢复
秩序

6月 1日，上
海市民在外滩观
光平台观赏、拍
照。根据上海市
持续巩固疫情防
控成果、有序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总体方案的
安 排 ，6 月 1 日
起，上海在严守
不出现规模性反
弹底线、确保风
险 可 控 的 前 提
下，全面实施疫
情防控常态化管
理，全面恢复全
市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

中新社记者
汤彦俊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
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组织开
展2022年度医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
并印发了《2022年度医疗保障基金飞
行检查工作方案》。

《方案》提出，对定点医疗机构血
液透析、高值医用耗材（骨科、心内科）
等领域纳入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
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包括本地
接收跨省异地就医人员结算费用），医
保经办机构服务协议履行及费用审核
与结算支付，以及通过伪造医学相关

资料、虚构医药服务项目等方式骗取
医保基金行为进行检查。

根据《方案》，检查对象为全国范
围内定点医疗机构、县区级医保经办
机构，视情况可延伸检查相关机构和
参保人。

《方案》明确，通过抽签方式确定
参检和被检省份，其中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4个直辖市交叉配组。飞行
检查组与被检省份医保局综合研究确
定被检地市，也可根据举报问题线索、
智能监控疑点数据等指定；在现场检
查环节，根据基金支出规模随机抽取

或结合有关问题线索直接确定1至2
家定点医疗机构、1家医保经办机构
作为检查对象，并在飞行检查启动会
上公布。

《方案》要求，被检省份医保局在
收到书面反馈意见和移交资料30个
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上
报国家医保局，并抓好后续处理、曝光
等工作。国家医保局将飞行检查工作
情况通报相关部门，视情况公开查处
结果。根据各省份整改情况或工作需
要，国家医保局可适时组织力量开展

“回头看”。

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年继续

北京保障封管控区
居民就医需求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6月1日，北京市召开第352
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王小
娥介绍，针对封管控区居民就医需求，
北京市组建了医疗小组、派驻“120”
救护车，明确了封管控区内出现11类
新冠肺炎相关症状人员、非急危重症
人员、重点保障人员以及急危重症患
者等四类人员就医流程。据统计，仅
5月31日0—24时，全市封管控区急
危重症任务就出车157次。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刘晓峰表示，全市各类景区、景点、公
园继续坚持限流、预约等防控政策；市
民近期非必要不出京，不去中高风险
地区和有疫情发生的地区，减少人员
流动，简约生活，不聚餐聚会。

婴幼儿照护周
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郭蕾）6月1日，由
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主办、中国人口
文化促进会婴幼儿照护专业委员会承
办的“照护未来，托起希望——2022
年‘婴幼儿照护周’”主题宣传活动在
京启动。活动旨在提高全民的婴幼儿
照护意识和水平，唤起全社会对婴幼
儿照护问题的关注。中国人口文化促
进会总顾问李金华宣布活动启动。中
国人口文化促进会会长孙毅发布了活
动倡议。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二级
巡视员徐拥军指出，“十四五”时期，国
家卫生健康委将坚持政府、家庭、社会
和市场各方力量相协同，加强顶层设
计和鼓励实践探索相结合，积极推进

“幼有所育”，着力构建适应我国国情、
发展阶段和中华文化的普惠婴幼儿照
护服务体系。

活动得到中国儿童中心、中国人
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计划生育协
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健康报社
等支持。

甘肃将开展核酸检测
实验室排查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5月31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召开第
三方核酸检测实验室机构管理工作会
议。据悉，6月，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将
组织卫生监督及临床检验专家对全省
各级各类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实验室开
展专项排查整顿工作。

近期，国内发现几起第三方核酸
检测实验室检测数据造假、检测结果
造假等违法犯罪问题。会议要求，甘
肃省各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要引以为
戒，认真学习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医疗机构临床实验室管理办
法》《医疗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
工作手册（试行第二版）》等专业技术
规范，增强法律意识，提升检测质量，
坚决抵制违法犯罪行为。

本报讯 （记者张磊）近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出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防控人员防暑降温工作指南》，主
要包括高温危害及临床表现、防暑降
温措施、应急处置措施3个部分。

《指南》提出7个防暑降温措施，
包括：合理安排工作岗位，对于不适合
高温作业或高温天气作业的疫情防控

人员要及时调整作业岗位；科学安排
作业时间，避免或减少高温时段作业，
加强高温作业场所和高温天气作业疫
情防控人员的轮换休息，缩短连续作
业时间，降低劳动强度；改善工作环
境，合理选择户外作业场所，配备防晒
遮阳伞、移动式送风风扇等必要的通
风或降温设备设施；加强高温作业个

体防护，根据工作需要为疫情防控人
员提供防护服内可穿戴的冷风马甲、
散热背心等个人防护用品；配备防暑
饮料及应急物品，如糖盐水、盐茶水、
含盐清凉饮料等饮品，仁丹、十滴水、
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以及冷水、冰
袋等降温用品；倡导疫情防控人员科
学饮食，在从事高温作业或高温天气

作业时，减少高脂饮食，严禁空腹上
岗，注意补充水盐；加强防暑降温宣传
教育，普及防暑降温知识，提高疫情防
控人员防范意识和中暑现场自救互救
能力。

“大白”有了防暑指南

河南推广
孕产妇危重症评审

本报讯 （记者李季）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日前印发《河南省孕产妇危重
症评审实施方案》，明确在前期各地探
索的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孕产
妇危重症评审工作。

孕产妇危重症评审是评价和改善
产科服务质量的一种手段，也是孕产
妇死亡评审方法的延伸和发展。《实施
方案》依据《全国妇幼健康监测工作手
册（2021版）》《孕产妇危重症评审指
南》，结合河南省实际情况制定，从评
审目的、评审对象、组织机构和工作职
责、评审原则、评审工作要求、评审效
果评价、信息收集和专人负责等8个
方面规范孕产妇危重症评审工作，针
对危重症孕产妇入院至出院的医疗服
务与管理各环节因素细化了评审流
程，有效指导各级评审专家对所评审
病例的每个医疗环节进行全面细致的
探讨与分析。

河南要求，各地要严格依照孕产
妇危重症评审流程规范开展评审，并
做好相关信息收集上报工作，定期对
评审效果进行评价，提出相应的妇幼
健康决策，减少和避免孕产妇不良妊
娠，降低死亡风险。

浙江完善
残疾预防工作机制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
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贯彻〈国
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实施方案》。根据《实施方案》，浙
江省级34个责任部门单位将围绕残
疾预防知识普及、出生缺陷和发育障
碍致残防控、疾病致残防控、伤害致残
防控、康复服务提升5项重点举措，完
善残疾预防高效协同工作机制。

《实施方案》明确，加强出生缺陷
和发育障碍致残防控，重点加强婚前、
孕前保健，开展儿童早期发展服务进
农村、进社区、进家庭活动，实施0～3
岁儿童发育监测与筛查项目，做实
0～6岁儿童健康管理工作，建立筛
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加强疾
病致残防控，重点加强慢性病致残防
控、社会心理服务和精神疾病防治、
传染病及地方病致残防控和职业病
致残防控；加强伤害致残防控，开展
学校、幼儿园、社区、家庭儿童伤害综
合干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