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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公职人员）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
评审工作的通知》，要求破解职称
评审中的一刀切，明确提出卫生、
工程、艺术、中小学教师等实践性
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职

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价标准中
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等
硬性要求；推广代表性成果制度，技术
推广、高质量专利、智库成果、文艺作
品、教案、病历均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
加职称评审。这些规定在舆论场引发
广泛点赞。

职称评审是人才评价的重要手
段，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职称评定存

在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
的“四唯”倾向，对临床医生、一线教师
并不友好，严重挫伤了专业技术人才
的工作积极性。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
人才，工作性质不同，擅长的领域各
异，一刀切以论文论水平，无疑有失公
允。以破“四唯”和立“新标”为突破
口，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力避一刀切、
简单化，建立多维度评价指标，有助于

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调动人才干事创
业积极性。

对于临床医生和一线教师等来
说，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看病和教学，
用病历、教案评价这类专业技术人才，
可以让更多默默无闻潜心工作的人才
得到认可。同时，病历、教案可评职
称，能够让临床医生、一线教师有更多
时间和精力深耕主业，更好地为患者

和学生服务，实现评职称和干工
作“两不误，两促进”。

当然，病历、教案评职称具体
怎么操作，还需要相应的配套措
施。此前，有的地方规定中小学

“中级职称缴纳三年的教案，高级
职称需要缴纳五年的教案”，引发
教师们的吐槽。有关部门应加强
调研论证，尽快出台指导性意见，
规范病历、教案评职称的标准和
流程，细化规定和要求，避免善意
的政策在执行中打了折扣。

借政策东风，优化卫生职称评审

□姚中源

“一天消毒好多次，酒精、消
毒液消耗量太大”“长时间封闭管
理，有的员工好几个月都没有休
息”“既要严格管理人员进出，又
要满足慢性疾病老人出院诊疗需
求”……这是北京市石景山区几
家养老机构负责人反映的情况。

因为新冠疫情，养老机构一

直处于封闭、半封闭管理状态。从近
期的媒体报道来看，在当前疫情新形
势下，养老机构面临一些新问题，如就
医用药不畅、人员力量不足、机构运营
资金压力较大等问题。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
印发的《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
方案》明确，要加强对养老院等重点机
构的管理。民政部日前召开全国养老
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疫情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要求全力推动养老机构、社会

福利机构疫情防控就医用药保障工
作。笔者认为，做好养老机构疫情防
控工作和今后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
需要各方倾注更多关爱。

政府要发挥好主导力量。当前，
各地方应落实相关要求，成立工作专
班，组织民政、卫生健康和疾控等部
门，帮助养老机构对接三甲医院、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药房，畅通老人急诊
转运、定期巡诊、日常用药、疫苗接种
等医疗服务的绿色通道。同时，属地

政府应完善物资储备配送体系，在保
障机构防疫、照护和生活物资上发挥
积极作用。

养老机构要守好责、把好门。为
积极应对当前疫情，养老机构应制定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建立“一人一册”
简明信息卡，设置应急隔离场所，将在
院老人及护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后
勤保障人员进行类别划分并实行分区
管理。同时，进一步加强机构内消防、
食品、环境等方面的安全管理。

人社和民政部门应统筹辖区
所有照护人员建立人才库，随时支
援有需求的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
展线上技能培训，提高照护人员服
务水平。财税等部门应落实房租、
税费、水电气暖费用等方面的优惠
政策；统筹地方金融资源，鼓励向
普惠养老服务机构提供贷款。

（作者系北京市石景山区金
顶街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四级主
任科员）

养老院健康防线需多方共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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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布
居民健康状况报告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黎军）近日，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公布的《重庆市
2021年度居民健康状况报告》显示，
重庆市居民第一大死因为慢性病，其
中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慢性呼吸
系统疾病、糖尿病4种慢性病死亡率
较高。

《报告》显示，该市15岁及以上人
群吸烟率为 24.2%。家中有暴露二
手烟情况的人群比例为39.2%，在工
作场所有二手烟暴露情况的人群比
例为46.5%。

《报告》指出，该市6～18岁中小
学生中度、重度视力不良的比例分别
为17.95%、30.87%，视力正常的仅占
40% ，超 重 、肥 胖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13.45%、9.24%，男生超重、肥胖的比
例高于女生。

《报告》指出，该市2021年基本医
保参保率继续稳定在95%以上，参保
人跨省市就医住院直接结算达13.29
万人次，普通门诊直接结算达65.99万
人次；外省市参保人来渝住院就医直
接结算达16.03万人次，普通门诊直接
结算达39.32万人次，门诊慢特病就医
直接结算达1116人次，跨省异地就医
费用报销不再“跑腿”和“垫支”。

北京发布
年度体检统计报告

本报讯 （记者郭蕾）近日，由北
京市体检中心、北京市体检质量控制和
改进中心联合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
编纂的《北京市2021年度体检统计报
告》发布。《报告》显示，血脂异常、超重
肥胖、脂肪肝等慢病检出率排名靠前。

《报告》统计了2021年度北京市
65万人次专项体检和552万人次健
康体检的数据，并对体检项目指标检
出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与往年相
比，《报告》新增了2017—2021年的
体检体征检出情况数据趋势分析，展
现了过去5年北京市体检人群各项异
常体征的变化趋势。

《报告》显示，2021年，北京市男
性健康体检的异常指标检出率排名前
10位的是血脂异常、超重、脂肪肝、骨
量减少/骨质疏松、甲状腺结节、血尿
酸升高、幽门螺杆菌阳性、血压增高、
肥胖、颈动脉斑块；女性排名前10位
的则为乳腺增生、甲状腺结节、血脂异
常、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超重、幽门螺
杆菌阳性、脂肪肝、子宫肌瘤、痔疮、龋
齿。从近几年的异常指标检出率数据
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都是血脂异常、
超重肥胖和脂肪肝等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相关指标。

《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
北京市具有开展健康体检资质的医疗
机构共270家，比2020年增加12家。

13个新冠对症药物
获批上市

本报讯 记者吴倩近日从国家药
监局获悉，国家药监局通过快速审评
通道，批准对乙酰氨基酚维生素C泡
腾片等13个新冠病毒感染对症治疗
药物上市。

据了解，在 13个获批品种中，9
个品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
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推荐的
常用对症治疗药物。其中，对乙酰氨
基酚维生素C泡腾片、对乙酰氨基酚
泡腾片、布洛芬混悬液、酚咖片对应症
状为发热，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盐酸
氨溴索片、乙酰半胱氨酸颗粒对应症
状为咳嗽咳痰。其余4个获批品种为
医用氧。

广州南站
客流渐增

1月5日，广东省
广州市，旅客在广州
南站出行。随着农历
新年的临近，广州南
站客流渐增。
中新社记者陈骥旻摄

公安部部署严打
制售假冒涉疫药品

本报讯 （实习记者段梦兰 记
者吴倩）公安部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
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食药侦
部门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
品、检测试剂及制氧机、血氧仪等相关
用品违法犯罪活动。

通知要求，各地公安食药侦部门
要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山寨”仿
冒涉疫药品及相关用品的违法犯罪
活动。要围绕常用涉疫药品、检测试
剂及相关医疗器械、设备，紧盯生产、
批发、零售环节及网络交易服务等第
三方平台，深入排查案件线索，与有
关部门密切协作，核查工作中发现的
和群众投诉举报的线索，坚决依法立
案查办。

吉林开展
托育机构等级评定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 记者
刘也良）日前，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吉林省托育机构等级评定工作实施
方案》，将对在该省行政区域内经有关
部门登记、卫生健康部门备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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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开展等
级评定。

《实施方案》明确，在2023年年底
前，完成托育机构等级评定工作；等级
评定每3年开展一次。等级评价内容
包括举办条件、机构管理、安全保健、
保育工作、家社联动5个部分，以及一
个附加项、一个否定项，在评定标准中
对违法违规行为实行一票否决。评定
等级分为5级，建立有升有降的动态
调整机制。

福建将建
1万个普惠性托位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近日，
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婴
幼儿照护服务普惠项目建设的通知》，
提出福建省2023年将建成1万个普
惠性托位，每个新增托位省级补助1
万元，采用“先预拨、后结算”的方式，
共计安排1亿元。

《通知》明确，婴幼儿照护服务普
惠项目可采取公办、公办民营、民办
等方式建设，也可在已完成建设、备
案的机构中选择，鼓励和支持有条件
的幼儿园开办托育服务。按照方便
可及、价格可承受、质量有保障的普
惠导向，综合考虑当地居民收入、服
务成本、合理利润等因素，由县（市、
区）卫生健康部门与托育机构通过
协商确定普惠托育价格；鼓励托育
机构规模化、连锁化经营，鼓励开展
社区普惠托育点建设，2023年各地
社区托育点建设力争达到建设总数
的20%。

浙江中医药发展指数
连续三年增长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 通讯员
袁敏燕 苗锋）近日，浙江省中医药工
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2021年度浙
江省中医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
2021 年浙江省中医药发展指数比
上年增长3.05%，连续3年保持增长
态势。

《报告》显示，2021年全省中医药
发 展 指 数 为 78.60，比 上 年 增 长
3.05%，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金
华市、湖州市位列设区市发展指数排
名前列。综合分析显示，2021年浙
江省中医药服务能力和特色优势进
一步彰显，中医药服务供给持续优
化，基层中医药服务可及性明显提
升；中医药创新能力日益提升，人才
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中医药产业发展
加快提速，规模集聚效应不断凸显；
中医药政策举措更加完善，综合改
革示范不断形成等。

本报讯 （特约记者孙国根 通
讯员胡涂 王懿辉）近日，复旦大学附
属肿瘤医院骨软组织外科为一位首次
治疗不规范、4年3次复发的腹膜后脂
肪肉瘤患者，摘除了疯长的肿瘤。目
前，术后已两个多月，患者复诊随访情
况良好。

2018年，36岁的高先生突然感
觉腹部剧烈疼痛，在当地医院经腹部
CT检查后发现，左侧腹膜后有一个
10厘米×5厘米的肿瘤占位，在未明
确病理的情况下实施了腹膜后肿瘤切
除术。术后病理报告，高先生患的是
黏液样脂肪肉瘤Ⅱ级。当地医院建议
他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进一

步治疗。
接诊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骨

软组织外科副主任陈勇教授介绍，脂
肪肉瘤是腹膜后最常见的一种肿瘤，
不同亚型的脂肪肉瘤对药物治疗的敏
感性不同，危险度也不一样。腹膜后
脂肪肉瘤首诊的关键是规范，不规范
的治疗或者“一切了之”容易造成肿瘤
复发或远处转移。如果高先生的脂肪
肉瘤先通过新辅助化疗或放化疗联合
治疗，复发和转移的风险将显著降
低。鉴于患的是黏液性脂肪肉瘤，且
肿瘤大小超过10厘米，高先生接受了
4个疗程化疗。

2020年，首次手术后的第二年，

高先生左髂窝肿瘤复发，陈勇团队评
估肿瘤病灶可切除，予行腹膜后肿瘤
切除。2021年 11月，高先生又因左
侧腰部不适进行腹盆腔CT。检查结
果显示：初次手术附近的左髂腰肌旁
及左盆壁多发囊实性灶，考虑肿瘤复
发。2022年1月10日，陈勇团队为高
先生施行“腹膜后肿物切除术+复杂
肠粘连松解+腹腔内肿物切除术”。

2022年6月，他又因肿瘤复发来
到陈勇诊室。第三次复发的病灶位置
正是第一次手术的区域。陈勇坦言，
这次治疗较前几次更为棘手，主要是
高先生经历过3次手术，肠粘连导致
局部解剖结构极为复杂，术中肿瘤分

离难度大，且肿瘤与精索紧紧“靠”在
一起，肿瘤将髂外血管完全包绕，瘤体
血供异常丰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
致大出血。

鉴于手术风险较高，可能需要大
动脉置换，在医院多学科讨论会上，陈
勇采纳了其他专家的建议，给高先生
采用小分子靶向药做术前治疗，看看
是否能将肿瘤缩小。高先生服用安
罗替尼2周期后，复查CT显示肿瘤
略有增大，随后又进行了病灶的放疗，
仍未能缩小，好在全身影像学评估未
见明显远处转移。多学科再次讨论，
并与患者和家属充分沟通之后，准备
手术。

2022年9月29日，陈勇领衔的团
队再次为高先生实施腹膜后肿瘤切除
术。陈勇仔细分离肠道后，有条不紊
地分离肿瘤边界，切除粘连的精索、睾
丸，阻断瘤体近端和远端的髂外大血
管后，将肿瘤完整切除，最后用人工血
管将髂外动脉这条下肢主干线重新搭
建开通。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疯长
的肿瘤终于被摘除。

术后4年肿瘤复发3次

第四次手术摘除疯长肿瘤

本报讯 （记者李季 特约记者
庞红卫）近日，在达芬奇机器人的辅助
下，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庄
競为一名81岁的直肠癌患者成功施
行超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患者付大爷半年前出现大便带
血，到医院就诊，一直被当痔疮治疗，
病情不见好转。之后，付大爷在当地

医院做肠镜检查，查出患直肠癌，肿瘤
位于直肠下段，病灶下缘距肛门只有
4厘米。当地医生认为，付大爷年纪
大，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建议
保守治疗。

随后，付大爷到河南省肿瘤医院
普外科就医。庄競接诊后认为，付大
爷的病情没有药物能够彻底解决，只

能手术治疗。但考虑到付大爷是高龄
高危患者，并不适合传统手术或腹腔
镜手术，庄競决定施行达芬奇手术机
器人辅助下的超低位直肠癌根治术。

术中，庄競坐在距离手术台一米
远的控制台旁，脚踩踏板，将两手的拇
指和中指伸进感应指套里，像操作游
戏手柄一样，看着操控屏上的3D目

镜，“遥控”着伸入患者体内的4支机
械臂，做前进、后退、剪、挑等动作。3
个小时后，手术完成，不仅顺利切除
了肿瘤，还保住了肛门。在手术过程
中，患者各项指标平稳，出血量小于
50毫升。

患者术后第一天在重症监护室接
受监护观察，术后第二天返回普通病
房并下床活动、进食。

低位直肠癌主要是指距离肛门5
厘米以内的直肠肿物，肿瘤距离肛门
近，手术操作困难。传统观点认为距
离肛门口5厘米以内的肿瘤都要切除
肛门，行结肠造口手术。庄競说，达芬
奇机器人赋予外科医生一双高清3D
的眼睛和一双可旋转540度的手，让
肿瘤外科治疗进入超精准时代。

机器人辅助行根治术

八旬直肠癌患者保肛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