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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外动态

□本报记者 赵星月
通讯员 吕菲

让宝贝拥有健康起点，让孕产妇
远离“险境”，这是每个新生儿家庭最
朴素的心愿。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实施
“健康宝贝工程”“健康妈妈工程”
“健康生殖工程”，构筑妇女儿童健
康屏障。该市孕产妇死亡率由2017
年的 15.08/10 万下降至 2020 年的
5.51/10万；婴儿死亡率由2018年的
3.28‰下降至2020年的2.95‰；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由2018年的5.07‰
下降至2020年的4.35‰。其经验做
法入选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地区“妇幼
健康促进行动类案例”。

健康宝贝工程：让出
生缺陷少发生

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领取“健康
宝贝工程”服务券，在市妇幼保健院微
信公众号上预约检查，在“健康宝贝”
工程窗口核验服务券免费进行孕前筛
查……自“健康宝贝工程”实施以来，
连云港市市民秦女士的孕检过程轻松
不少。

2017年年底，连云港市政府印发

《连云港市“健康宝贝工程”实施方案
（试行）》，提出聚焦常见多发、可筛可
治、费用可控的重点病种，推进出生缺
陷综合防治工作。其中明确，服务覆
盖全市常住人口，在6个原有项目基
础上针对普通人群新增3个项目，针
对高危人群新增3个项目，以形成覆
盖城乡居民、兼顾普通人群与高危人
群、涵盖出生缺陷三级预防及干预措
施的系统工程。

怀孕16+5周的秦女士在拿到报
告的一刻忧心忡忡——唐氏筛查结果
显示“18三体高风险”，这意味着宝宝
出现18号染色体异常的风险较大，可
能患有18三体综合征。与医生沟通
后，秦女士得知，可接受介入性产前诊
断来确定宝宝的发育情况，诊断准确
率高达99%，且该项目属于“健康宝
贝工程”免费服务项目。

两周 后 ，秦 女 士 等 来 了 好 消
息——“结果显示正常”，一颗悬着的
心终于落回原处。连云港市妇幼保健
院优生门诊医学遗传与产前诊断科主
任谭娟叮嘱她定期孕检，并接受随
访。“‘健康宝贝工程’让我们这些准妈
妈不再茫然无措。”秦女士说。

与秦女士情况类似的家庭不在少
数。“健康宝贝工程”实施3年多来，连
云港市为11万余名孕妇发放服务券
31万余张，完成各类筛查、诊断等30
万余例，累计减免医疗费用 3251万

元，118名染色体异常患儿、773名结
构异常患儿、36名遗传代谢病患儿、
95名听力障碍患儿、416名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被及时确诊。据估算，该项
目累计为社会和家庭节约抚育、救治
等费用超两亿元。

健康妈妈工程：让危
重产妇脱离险境

“我院一名疤痕子宫孕足月产妇，
自然分娩后突发子宫破裂、难治性产
后出血、失血性休克，已紧急实施手
术，但病情仍不平稳，请求指挥中心支
援！”不久前的一个夜晚，连云港市妇
幼保健院的“85195199”呼救热线响
起，打来求助电话的是灌云县中医院
医务人员。

值班的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主任
医师莫应萍放下电话，第一时间联系
产科主任孟茜、妇科主任周哲和重症
医学科主任徐继来迅速前往现场抢
救。经紧急处置，该产妇病情趋于平
稳，随后被转运至连云港市妇幼保健
院重症监护病房继续治疗，最终平安
出院。

产妇获救，得益于连云港市开展
的“健康妈妈工程”。“24小时呼救热
线随时应答，母婴安全救治指挥中心
统一调配，确保产妇救治上下联动、应

对有序、运转高效。”连云港市卫生健
康委妇幼健康处处长齐玉君说，全市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均
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危重孕产妇
救治领导小组，采取“分片包干、包干
到户”策略，利用妇幼信息平台加强孕
产妇“五色”管理，即将孕产妇按妊娠
风险分为绿（低风险）、黄（一般风险）、
橙（较高风险）、红（高风险）、紫（传染
病）5个风险等级进行分级管理，落实
高危孕产妇24项制度。

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省、市级孕
产妇及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 8
个，实现救治中心辖区全覆盖，并成立
妇产科专科联盟、妇产科和新生儿科
质量控制中心，持续开展“健康妈妈工
程”轮训工作，提升工程实施水平。

齐玉君介绍，对在母婴救治工作
中落实不力，或经评审认为出现可避
免死亡案例的责任单位，连云港市卫
生健康委实行一票否决，并对情况严
重的地区和单位进行通报，要求其列
出问题清单，逐一进行整改，以督促各
地各单位健全救治网络，使绿色通道
畅通，尽全力确保母婴安全。

健康生殖工程：让妇
女儿童享全程服务

2019年，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联

合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等部门共
同实施“健康生殖工程”，围绕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开展健康生殖系列活动。

“健康生殖工程”因以不同颜色代
表不同人群不同生命周期而得名“七
彩行动”。比如，儿童期“呵护萌芽‘绿
色’行动”，注重儿童内分泌、心理生理
问题早诊早治及中医内调外治；青春
期“青春无悔‘青色’行动”，重点开展
青少年性保护教育、青春期心理保健，
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孕前期“静待花开

‘红色’行动”，重在联合民政部门开展
一站式免费婚孕检，普及优生优育知
识；孕产期“平安妈咪‘粉色’行动”，着
重强化孕期管理，提高早孕建卡率和
孕期健康管理率，规范产后康复。

以“七彩行动”为契机，近年来，连
云港市宫颈癌和乳腺癌综合防治能力
不断提升，成立全国首家市级人工智
能宫颈癌防治技术中心，使宫颈癌阳
性病例检出率显著提高。

“技术中心成立后，全市宫颈癌筛
查实现统一方法、统一标准、统一流
程、统一质控、统一管理，解决了宫颈
癌筛查第三方检测机构实验室质控困
难的问题。借助由此搭建的市人工智
能宫颈癌防治体系，县级妇幼保健院统
一收集、运送检测样本，待技术中心出
具检测结果后，检测报告同步回传至县
级妇幼保健院，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
时间成本、价格成本。”齐玉君说。

为了实现新生儿家庭的心愿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李冬

“以后，我就不能献血了，心里空
落落的，就像毕业了……”日前，抱着
河南省洛阳市中心血站工作人员送上
的鲜花和无偿献血光荣退役证，满头
白发的王志华感慨道。1991年10月
30日，洛阳市启动无偿献血活动，王
志华当年便加入无偿献血者的队伍，
至今已坚持31个年头。

今年11月 20日，王志华迎来了

60岁生日。他还清晰地记得自己第
一次献血的日子——1991年11月20
日，他的29岁生日。“我是一个普通
人，做了一件普通事，唯一的特点是比
很多人坚持得久。”年轻时就喜欢读书
看报的王志华，当时从报纸上得知洛
阳启动无偿献血后，就打定主意，要送
给自己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

截至目前，王志华累计献血233
次，捐献全血5800毫升，单采血小板
406个治疗量。起初，他每半年捐献
一次全血；从2003年7月15日起，他
每隔15天左右捐献一次成分血。最

近几年，他很少跟工作人员预约采血，
而是随时“火线急救”。

有些无偿献血者按期前来献血
时，会因身体出现问题而不能献血。
这时，像王志华这样的“火线急救员”
就会接到工作人员的求助电话。

“我记得有一次吃了几个核桃后
来献血，血液里的脂肪含量高了，只有
这一次没献成。”王志华说，从那以后，
每次快到献血的时候，他就会提前控
制饮食，不吃豆腐、鸡蛋、肥肉等高蛋
白、高脂肪的食物。

31个年头，从只能去洛阳市中心

血站献血到一个电话随叫随到的“滴
滴”献血快车，从只能捐献全血到可
以捐献成分血，从只能在洛阳市中心
血站捐献成分血到可以在街头献血
屋捐献成分血……王志华自豪地说：

“我是洛阳无偿献血工作蓬勃发展的
见证者！”

“多年来，洛阳的无偿献血工作一
直在国内名列前茅，洛阳的临床医疗
急救用血得到充分保障，正是因为背
后有许许多多像王志华这样并不普通
的普通人。”洛阳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
人表示。

31个年头，王志华热心不改

□特约记者 王耀 林丽

“19年前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这次你又给了我第三次生命，多亏遇
见了你，让我的生命得以延续。”近日，
71岁患者在甘肃省中心医院（甘肃省
妇幼保健院）经过6个月的精心治疗
后，临出院时激动地握住该院普外一
科主任韩晓鹏的手说。

19年前，时年52岁的患者被诊
断出胃部肿瘤。当时，还是年轻主治
医师的韩晓鹏为患者实施了根治性

胃大部切除手术，将胃部肿瘤完整切
除，术后患者恢复得很好，不久便康
复出院。

一年前，患者腹部突然隆起了一
个包，疼痛难忍，只要进食就会恶心呕
吐，身体每况愈下。家属带患者辗转
多家医院，诊断的结论均是结肠肿
瘤。由于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胃和
结肠，加之病情复杂，手术风险极高，
各大医院均告知患者家属，已经没有
手术机会。

一筹莫展之际，患者家属抱着一
丝希望拨通了韩晓鹏的电话。在了解

患者情况后，韩晓鹏详细查阅病例，反
复斟酌后，决定试着为患者争取救治
机会。

在询问近些年详细病情后，韩晓
鹏为患者完善相关检查，与消化科、医
学影像中心结合检查结果评估后，明
确诊断患者病情为胃部肿瘤再发，可
以通过手术进行肿瘤切除。

手术如期进行。团队在麻醉手术
二部的协作下，历时5小时，顺利结束
手术，患者各项生命体征稳定。回到
病房后的几天，医护人员为患者置冲
洗引流管进行腹腔冲洗，患者在病房

接受逐步恢复治疗。
出院前，患者及家属心怀感谢，

给科室送来一面锦旗。患者女儿说：
“不仅韩主任医术高超，主治医生陶
瑞雨、病房里的护士都非常敬业，在
医院的6个月里，让我母亲得到了精
心的照顾。”

目送患者离开的背影，韩晓鹏回
想起19年前的情景，他说：“当时，每
当我查房时，阿姨都会微笑着和我聊
几句。19年后，阿姨对待生活的态度
依旧乐观积极。作为医生，看着患者
康复出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

时隔19年，生命再次相托

第10批援马拉维
中国医疗队抵达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
约记者卓坤利）近日，中国第10
批援马拉维医疗队抵达马拉维，
执行为期1年的援外医疗任务。

第10批援马拉维医疗队由
陕西省西安市卫生健康委牵头选
派，17名队员来自西安市6家医
院和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陕西
省人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等
共11家单位，涉及外科、内科、妇
产科等7个专业。

据悉，陕西省1971年开始承
担国家援外医疗队派遣工作，援
马拉维医疗队自2008年选派第
一批起，至今已累计派出 10批
169人次。截至今年10月，援马
拉维医疗队累计诊治门诊患者
9.7万人次，救治住院患者12.7万
人次，实施手术2.9万例。

中国医疗队
在多哥义诊

本报讯 （通讯员温永刚
特约记者刘翔）日前，中国第25
批援多哥医疗队在多哥佩莱省
阿代塔镇卫生院开展义诊捐赠
活动。

多哥共和国是西非国家之
一。由山西省选派的第25批援
多哥医疗队于10月26日抵达多
哥首都洛美，此次活动是医疗队
抵多哥后举办系列义诊活动的第
一站，也是中国驻多哥使馆“社会
行动月”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

义诊当天，医疗队为300余
名患者进行诊疗，并免费提供药
品。义诊结束后，孔子学院师生
向每名患者派发了由中国驻多哥
大使馆捐赠的大米等生活物资。
医疗队还向当地卫生院捐赠了药
品及其他物资。

本报讯 （通讯员杨蕾 特约记
者刘翔）近日，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发展
研究中心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培训和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以增强突发消防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据了解，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发展
研究中心以“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
一责任人”为主题，组织开展“九个一”
系列活动，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九个一”系列活动即：组织一次
安全生产专题学习，观看一部安全生
产专题片，签订一份安全生产责任书，
发出一份安全生产倡议书，开展一次
安全隐患集中排查，举办一场消防安
全知识培训，组织一次应急疏散演练，
开展一批安全生产宣传，组织一次安
全生产知识竞赛。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发展研究中心
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开展“九个一”系
列活动，做到安全生产理念牢固树立，
安全生产知识入脑入心，安全生产技
能应知应会，安全生产责任到岗到人，
安全生产措施落细落实，安全生产隐患
常查常排，安全生产水平明显提升。

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山西省卫
生健康委发展研究中心对全体干部职

工提出4项要求：
一是增强安全生产意识，规范安

全行为养成。牢固树立“生命重于泰
山”核心安全理念，将遵守安全生产法
规制度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公德和职业
道德。

二是加强安全知识学习，提高安
全能力水平。认真学习安全生产法、
生物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深入贯彻落
实“安全生产十五条措施”，积极参加
安全技能培训、应急演练等活动，提升
安全生产能力素质。

三是落实安全监督责任，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积极参加“我是安全吹
哨人”“查找身边的隐患”“安全随手
拍”等活动，用实际行动监督安全生产
工作，成为查找隐患的侦查员、勇于谏
言的通讯员、安全文化的宣讲员。

四是以“安全生产月”活动等为契
机，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开展安全
宣传咨询日、三晋安全行、安全宣传

“五进”活动，增强群众安全生产意识，
营造安全生产的良好氛围。

开展“九个一”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甘肃省
医疗保障局、省财政厅近日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工作的通知》，对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备案人员范围、备案有效期限、
报销政策等进行了进一步明确。甘肃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将于2023
年1月1日起实施。

《通知》明确，2025年年底前，全
省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
70%以上，省内异地直接结算率提高
到90%以上，定点医药机构全部开通
普通门诊异地直接结算业务，群众需

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
相关治疗费用逐步纳入异地直接结
算范围，异地就医备案规范便捷，基
本实现医保报销线上线下均可异地
通办。

《通知》明确，异地长期居住或临
时外出就医的参保人员办理异地就医
备案后，可享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
务。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前，可通过国
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甘肃政务服务
网、甘肃医保微信公众号或参保地经
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异地
就医备案手续。

甘肃：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有新规

本报讯 12月 12日，北京市大
兴区向全区居民公布279支家庭医生
团队电话和22个镇街服务热线，帮助
群众远程诊疗，找准符合自身健康状
况的就医途径。

大兴区卫生健康委要求家庭医生
团队发挥作用，精准协助属地搭建分
级诊疗、患者分流平台，通过健康热线
和互联网诊疗等手段，帮助老年人、孕

产妇、婴幼儿等重点群体做好居家治
疗、对症治疗和紧急就诊，防止医疗资
源挤兑。

目前，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在5家
发热门诊、16家基层发热筛查哨点的
基础上，已指导区内二级及以上医疗
机构全部开设发热门诊，并通过合理
分区，全面接诊新冠病毒感染者、涉疫
风险人员和普通患者。 （戴京琦）

北京大兴：公布279支家医团队电话

安全和保密宣传教育

指导支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中药材加工忙

12月12日，甘肃省陇南市宕
昌县一家中药材公司车间内，工
作人员正在使用传统工艺人工

“上串”分级加工中药材。据了
解，宕昌中药资源种类多、分布
广、蕴藏量大。

李亚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