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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本报记者 赵星月
通讯员 马昕 胡珺

“组团式”“以院包科”“输血变造
血”，这些是支援西部医疗卫生事业
发展的热词。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
委每年安排全国三级医院进行持续
不断的医疗人才接力，从工作理念、
体制机制、专业能力等各方面对受援
医院进行帮扶，为西藏自治区、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打造“带不走”
的医疗队伍，培育“立得住”的医疗机
构，让各族群众在本地就能得到优质
医疗服务。

“还要努力做更多有
益的事情”

“在西藏日喀则，医生被称作‘安
吉拉’，听上去有些像英语‘Angela’

（天使）的发音，恰与医生的职业别称
‘白衣天使’呼应。”援藏医生、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乐
飞主治医师说，这个特别的称呼，让自
己深感重任在肩。

2019年，乐飞出任日喀则市人民
医院副院长，分管信息化建设。他看
到许多患者在缴费窗口紧张地数着现
金，既不安全，也不便捷；于是，他提议
推进智慧服务系统建设，改变患者没
带现金就无法看病的尴尬现状。历时

一年余，该院每个缴费窗口都开设了
线上支付服务；最新上线的“掌上医
院”移动端服务系统，支持就诊前预
约、就诊中支付、就诊后报告查询。“智
慧医疗终于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落地
了。”乐飞感慨。

援藏之前，瑞金医院领导告诉乐
飞，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需要一位擅长
科教管理的副院长，医生不仅要会看
病，还要会研究、会教学，才配得上“医
师”的称呼。

“我主张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出
台了一揽子7套管理方案全面服务临
床科教工作，比如建设科研教学管理
中心信息化平台解放人力，开放云图
书馆方便查阅中英文文献。”乐飞说，
播种的过程是艰辛的，但随之而来的
收获却是喜悦的。不到两年时间，日
喀则市人民医院获批4项国家专利，
立项31项科研课题，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基地也从原来唯一的全科基地，
拓展到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全科
在内的综合基地。

（下转第4版）

情系西部 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

本报讯 （记者张磊）8月25日，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中国流感疫苗预
防接种技术指南（2022—2023）》。
据介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流行
态势目前仍在持续，我国南方部分省
份今年夏季出现流感流行高峰，今冬
明春可能会出现新冠与流感等呼吸
道传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

在《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
指南（2021—2022）》基础上，新版指
南 进 行 了 更 新 和 修 订 ，提 出 了
2022—2023年度的流感疫苗接种建
议。新版指南认为，18岁及以上人

群可在一次接受免疫服务时，在两侧
肢体分别接种灭活流感疫苗和新冠
疫苗，18岁以下的人群建议流感疫
苗与新冠疫苗接种间隔仍大于 14
天。关于接种剂次，对于灭活流感
疫苗，6月龄～8岁儿童首次接种流
感疫苗的应接种2剂次，间隔≥4周；
2021—2022年度或以前接种过1剂
次或以上流感疫苗的儿童，建议接
种1剂次；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仅
需接种 1剂次。对于减毒活流感疫
苗，无论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接
种1剂次。

结合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新
版指南优先推荐以下重点和高风险
人群及时接种：医务人员，包括临床
救治人员、公共卫生人员、卫生检疫
人员等；大型活动参加人员和保障人
员；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
等人群聚集场所脆弱人群及员工；重
点场所人群，如托幼机构、中小学校
的教师和学生等；其他流感高风险人
群，包括60岁及以上的居家老年人、
6月龄～5岁儿童、慢性病者、6月龄
以下婴儿的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以
及孕妇。

应对新冠与流感叠加流行风险

新版指南提出流感疫苗接种建议

广西监控
疫苗冷链

本报讯 （特约记者莫雪）从8月
22日起，广西疫苗冷链存储温度动态
监控信息平台运行。该平台可实现对
广西壮族自治区疫苗在储存、运输全
过程中温度的动态监控和记录，确保
疫苗的安全有效。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副主
任庞军介绍，该委近年来结合新冠疫
苗接种管理工作，推进全区数字化预
防接种门诊建设，建立全区新冠疫苗
接种服务预约系统和全区疫苗接种指
挥平台。广西疫苗冷链存储温度动态
监控信息平台的运行，实现了对广西
疫苗冷链存储温度全区统一的信息化
动态监测监管。

据介绍，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于8月8日举办了广西疫苗冷链
存储温度动态监控信息平台视频培训
班，全区共8000余人参加了培训。自
培训开展以来，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疾控中心、预防接种单位逐级压实
责任，仅一周时间，全区1973家预防
接种单位接入信息平台，开通业务管
理员账号9359个，匹配冷链存储设备
8996台、监测分区10275个。目前，
这些数字还在动态递增中。

海南创建
无疫社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为巩
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8月24
日，海南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指挥部印发方案，决定在全省
各市县深入开展“无疫村（社区）、无疫
小区”创建活动。

方案要求，在疫情一个潜伏周期
内，全省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的市县
和未发生疫情的市县，从即日起立即
组织开展全市县范围内“无疫村（社
区）、无疫小区”创建活动；尚未实现社
会面动态清零的市县，可在重点做好现
有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积极组织
辖区内已实现动态清零的村（社区）、
小区开展此项工作。凡是被认定为

“无疫村（社区）、无疫小区”的，可根据
疫情形势降级管控或优先解封，根据市
县安排调整核酸检测频次。对位于高
风险区的独立“无疫村（社区）、无疫小
区”，可按“人不出区、错峰取物、区内
有序流动”管理，减少核酸检测频次。

河南

年内三级医院
“智能医废”全覆盖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谢
雅敏）2022年年底，全省所有三级医
院实现医疗废弃物信息化管理，并与
河南省监督平台对接；2023年年底，
覆盖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医疗机构；
2024年年底，全省所有医疗机构实现
医疗废弃物信息化管理。在8月 24
日召开的河南省2022年“智能医废”
提速战全省试点现场观摩暨工作推进
会上，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公布了“智能
医废”工作的“三步走”战略。

会议指出，加快推进“智能医废”
工作是建设无废城市的重要体现，是
坚持科技赋能的重要体现。在落实

“智能医废”工作“三步走”战略中，三
甲医院是排头兵，要当好示范。各地、
各单位要加强培训、深入督导，确保目
标任务如期完成。

参会代表还到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开元院区观摩。作为河南省

“智能医废”建设试点单位，河南科技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国内率先建立了

“5G+智能医废机器人”模式；利用物
联网、互联网及智能终端采集技术，对
各类医疗废弃物进行二维码标识，在
院内实现分类投放、收集、贮存、交接、
转运、处置的定点定向、全流程、可追
溯、闭环式废弃物管理；通过建立全链
条数据共享体系对应开放主体必要信
息，实现数据共享、业务协同。

编 辑 陈 炬

吉林修订
献血条例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 记者
刘也良）《吉林省献血条例》近日经吉
林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将自9月1日起
施行。记者从吉林省卫生健康委了解
到，这是《条例》自2003年实施以来首
次修订，主要从完善献血工作管理体
制、扩大献血适龄人群、完善献血激励
机制、建立临床用血应急保障机制、确
保临床供血安全5个方面做了修订。

《条例》明确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对献血工作的组织领导职责，补充规
定乡镇、街道以及村（居）民委员会献
血工作相关职能；提倡 18周岁～55
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献血，明确既往
无献血反应、符合献血健康检查要求
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
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明确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红十字会应当对积极参加
献血或者在献血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
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在吉林
省献血的无偿献血者及其配偶和直系
亲属临床用血费用可在医疗机构直接
减免；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临床
用血应急保障机制，各地血站应当会同
有关部门建立团体献血应急名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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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潇雨 谢文博

瞄准疾病诊疗难题，加速推进临
床科研工作，为公众寻找更好的治疗
方案；不断完善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体
系建设，持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强化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体系建设，为维护
国家生物安全提供有力保障；构建完
善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医学教育、
继续医学教育三阶段有机衔接的医
学人才培养体系，给医生们更好的成
长空间……

十多年来，全国卫生健康科教工

作者砥砺奋进，为落实健康中国战略、
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和可靠的人才
保障。8月 2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
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党的十八
大以来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与医学教育
工作进展成效。

研究攻关应对“急难愁盼”

可用于治疗青少年A型血友病

的首个国产重组人凝血因子Ⅷ、治疗
婴幼儿血管瘤的普萘洛尔口服溶液
剂、儿童专用水合氯醛/糖浆组合和咪
达唑仑口颊黏膜溶液等一批中国患儿
急需的药品陆续上市……它们正在给
患儿及其家长带来更多希望。

“儿童药研发难，这是一个世界性
难题。孩子在不同年龄时，生理状态
差别比较大，研发工作推进困难，企业
研发动力受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院院长蒋建东
介绍。

自2008年以来，我国组织实施了
“重大新药创制”和“艾滋病和病毒性

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两个科技重
大专项。

“为支持儿童药品研发和临床研
究，国家依托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投入
6亿多元经费，分3批公布了105个儿
童药研究计划；同时，设立国家儿童
医学中心，联合 23家儿科医疗机构
成立‘中国儿科人群药物临床试验协
作网’，推进儿科临床试验；国家卫生
健康委与国家药监局还建立‘优先审
评通道’等研审联动机制，并与国家
医保局、工信部等共同推动儿童用药
产业发展，儿童用药保障情况逐步改
善。”蒋建东介绍，2021年共有47个

儿童用药批准上市，明显改善了临床
用药水平，其中14个药品被纳入优
先审评审批，极大促进了儿童用药上
市进程。

抗击恶性肿瘤是千万患者及家
庭的关切。“在过去十几年中，重大新
药创制专项共支持肿瘤相关课题
400余项，产出抗肿瘤Ⅰ类创新药31
个。”蒋建东表示，我国尚有一批全球
或国内首创的涉及肺癌、淋巴瘤、乳
腺癌、脑胶质瘤等多种类型肿瘤的Ⅰ
类新药正处于临床试验的后期或即
将上市。

（下转第4版）

医学科教托举起百姓健康希望

□实习记者 刘嵌玥

8月24日，记者来到位于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贡嘎县的拉萨贡嘎国际机
场，采访滞留旅客返程情况。

据了解，为妥善安排滞留当地的
450名旅客有序返乡，山南市近日实
行分类施策、分批转运，统筹安排班线
车、出租车，点对点转运、接送符合离
藏条件的旅客至机场。

在机场T3航站楼空旷的停车场，

有一排蓝顶帐篷很显眼。贡嘎国际机
场所属的西藏空港新区党政办负责人
格列介绍，空港新区管理委员会和贡
嘎县政府于8月16日紧急启用了机
场附近的两家酒店，作为临时滞留旅
客安置点；8月20日和21日，又在机
场停车场搭建了17顶帐篷供滞留旅
客入住，总床位70余张。

“每晚7时，酒店会派车从机场接
旅客。对方便赶飞机，选择住在帐篷
里的旅客，我们也会提供各方面的保
障。”格列告诉记者，目前入住帐篷的

旅客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符合乘机
条件（旅客离藏需持“三天两检”核酸
阴性证明、藏易通绿码，在机场抗原检
测呈阴性），凭当日机票提前来机场候
机的旅客；另一类是符合乘机条件，由
于航班取消而滞留在机场的旅客。

记者发现，只有两顶帐篷住了旅
客。格列介绍，8月23日，帐篷还住了
56位旅客，当天有51位旅客返程。格
列告诉记者：“飞机航班取消了很多，
离藏的班次每天只剩下两三个，这里
一天内最多有200多名旅客滞留。”

来自四川省理塘县的旅客王女士
因航班多次取消，在贡嘎机场滞留了
5天，8月23日终于乘机返程。格列
说，像王女士这样的旅客，不少到了目
的地还不忘给我们工作人员报平安，
说特别感谢这次提供的服务。

记者了解到，从8月 23日开始，
贡嘎机场的离藏航班数量变多了，每
天从2～3个班次增加到了5～6个班
次。格列说：“希望接下来离藏的航班
能越来越多，让剩下的滞留旅客也顺
利回家。”

西藏贡嘎：滞留旅客踏上回家路

开学前
测视力

8 月 25 日，河北
省新乐市中医院眼
科，医务人员给学生
检测视力。据该院眼
科医生介绍，每年新
学期开学前，都是学
生就诊高峰期。

贾敏杰摄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