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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蕾

华灯初上，夜风轻拂，山东省日照
市的香河体育公园已然人声鼎沸。这里
是最受周边居民欢迎的锻炼纳凉之地。

连日来，由日照市卫生健康委主
办的日照市“黄河大集”之“阳光·健
康”夜市周活动，已经成为这里的一道
风景线。来自市内各医疗机构的医护
人员“摆摊”坐诊，为群众诊疗答疑，将
高质量医疗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医护
人员还发放宣传资料，普及急救知识
和疾病预防知识，为现场居民免费测
量血压、血糖，提供耳穴压豆、中医按
摩和康复理疗等服务，并加强大健康
理念和健康知识传播，推动市民健康
观念转变。

“我已经连续3天到这个健康夜市
了。前段时间，我总是头晕、肩颈痛；这
几天医生为我推拿、针灸，讲解护理
知识，现在身子感到轻松不少，疼痛
也缓解了。”市民王女士说，“明后天还
得来‘摊上’调理调理，真的太方便了。”

陪母亲来散步的22岁的秦先生
听了医护人员讲解的健康知识，得知
自己常出现的“不舒服”是久坐、不运
动引起的，表示“以后要经常出门锻
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义诊借鉴夜市模式，让烟火味儿
邂逅健康味儿，真正让市民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专家服务，也
真正打通了基层患者就医的‘最后一
公里’。”日照市卫生健康宣教中心主
任范海波表示。

“百姓在哪里，我们的健康服务就

在哪里。”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宣传处处
长吴黎明表示。自2021年起，山东省
卫生健康委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

“健康科普专家走基层”活动。围绕基
层群众健康科普需求，山东各地组织
健康科普专家推出丰富多彩的健康科
普作品和健康科普服务，衍生出了日
照市“阳光·健康”夜市周活动，以及济
宁市等地健康科普赶大集活动、青岛
市立医院医学博士健康科普团等特色
项目。

群众健康有“医”靠——青岛市肿
瘤防治健康教育基地常态化服务基层
活动就是其中之一。基地投入使用以
来，专门制定了“健康宣讲日历”，按照
台账有计划地举办“健康大讲堂月月
讲”等健康科普宣讲活动，并根据人群特
点和健康需求量身定制健康科普内容。

闲暇时间观看直播等，已经成为人
们的休闲方式之一。健康科普宣传也
追随群众的步伐，纷纷来到了线上。
今年8月，青岛市即墨区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开通抖音直播间，定期与观众实
时互动，及时回应解答观众的留言和
提问。一个月以来，一共进行了5场直
播，受益群众有2万多人次。

威海市则推出卫生健康 IP形象
“健康VIVI”和“健康包包”的微信聊
天表情包，将生涩枯燥的卫生健康知
识用生动活泼的动漫形式呈现，让人
们在“聊天”“斗图”中，收获健康。

“我们鼓励各地在确保健康科普
内容科学性、准确性的基础上，创新健
康科普的内容和形式，可以采用动漫、
短视频、游戏等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和
技能，确保基层群众听得懂、记得住、

学得会。”吴黎明介绍。
据介绍，山东省“健康科普专家走

基层”活动参与人员多、辐射范围广。
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在全省范围内遴
选 634名具备较高专业技术水平和
社会影响力、热心健康科普和传播工
作的专家组建省级健康科普专家库；
全省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
员积极参与，组织健康义诊、撰写科
普文章等，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据统计，从2021年至今，该省共开展
线上线下活动约3万场（次），取得了
良好效果。

日前，中宣部公布2022年全国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示范项目、
优秀团队、服务标兵名单，山东省“健
康科普专家走基层”活动入选“三下
乡”活动示范项目。

健康服务的“烟火气”

“三下乡”先进·看项目

青海进一步强化
包虫病综合防治

本报讯 特约记者吴黎从近日召
开的青海省包虫病综合防治现场推
进会上获悉，《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
例》自9月1日起实施，该省将以此为
契机，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总
体防治策略，全面提升州县级医疗机
构包虫病救治水平，持续有效控制包
虫病流行。

据介绍，近年来，青海省强化组织
领导、有序推进包虫病防治工作，发挥
省、州、县、乡四级诊疗体系作用，做好
患者术后随访，保证治疗效果。青海
省卫生健康委建设青海省包虫病防治
信息平台，推动人群筛查、包虫病患者
信息等相关数据实时互通。农业农
村、公安、水利、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
紧紧围绕源头防控，有效落实“四位一
体”防治策略。各地、各相关部门通过
开展包虫病防治知识进机关、学校、社
区、牧户、宗教场所、厂矿、旅游景区等

“七进”活动，持续宣传包虫病防治知
识。截至2022年年底，该省实现包虫
病流行区常住人口筛查全覆盖，现症
患者救治覆盖率达到100%，人群包
虫病患病率下降至0.14%，具备手术
指征且自愿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实现
动态清零，包虫病严重流行态势得到
有效控制。

推进会提出，要全面实施以控制
传染源、健康宣教为重点的综合防治
措施，建立健全常态化监测体系，加强
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运用，巩固强化
基层防治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强
患者救治与随访管理，强化省级诊疗
中心—州（市）级诊疗基地—县级诊疗
救治站—乡（镇）诊疗管理站的分级诊
疗联动机制。

甘肃推进食源性
疾病监测网络直报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近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印发《甘肃省
医疗机构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网络直
报路径建设方案》，要求进一步提升
全省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准确
率和时效性，保障监测网络直报工作
质量，减轻基层报告压力，切实发挥
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作用。《方
案》提出，甘肃省人民医院、白银市第
一人民医院等15家医疗机构作为第
一批建设单位，于9月30日前开始直
报路径建设。

《方案》要求，通过医院诊疗信息
系统医生工作站与食源性疾病病例
监测系统连接互通，运用智能关联填
报、自动跳转报卡等技术，实现食源
性疾病病例相关信息自动化生成与
传输，替代手工二次录入，大幅提升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报告准确率和
时效性。

《方案》提出，确定66家三级公立
医疗机构和97家二级公立医疗机构
作为第二批建设单位，于12月 31日
前完成直报路径建设工作，实现食源
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确定65家二级
医疗机构，作为第三批建设单位，于
202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直报路径
建设工作，实现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
直报。

《方案》强调，将各地医院诊疗信
息系统与国家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
统对接直报工作情况纳入年终食品安
全风险监测工作绩效评价，将各医疗
机构对接工作完成情况作为年度大型
医院巡查等工作重要内容进行考核，
确保按时限高质量完成。

辽宁沈阳医疗系统
为国际马拉松护航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董秀娟）9月17日，2023沈阳国际马
拉松顺利举行，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
的2.5万名高水平选手参赛。辽宁省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统筹本次赛事的医
疗保障工作，251名医疗人员全程参
与，为马拉松跑者提供了优质、安全的
医疗保障。

赛前，沈阳市卫生健康委成立
2023沈阳国际马拉松医疗保障部工
作领导小组，制订赛事医疗保障工作
方案，建立现场医疗救护点27个、移
动医疗点位28个，配备急救车29辆，
确定9家三级综合医院作为联络定点
医院。比赛当天，该市所有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开通急诊就医绿色通道，做
好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准备。

截至此次马拉松比赛结束，医疗
保障人员现场共计救治9577人，其中
19人由急救车转送至定点医院进行
后续治疗。伤者均生命体征平稳，已
陆续出院。

9 月 16 日至 22 日是今
年的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
在田间地头、在市民广场、在
闹市街区，全国各地组织医
护人员深入基层，面向广大
群众开展送医送药等义诊活
动，在积极传播健康知识和
医学常识的同时，更拉近了
与群众的距离，提高了医疗
服务可及性。

义诊在基层 就医零距离

□本报记者 李季
通讯员 周超

“石老太太常年卧床，得了坠积性
肺炎，9月 4日刚建家庭病床。这一
周，我们对她进行了口服药物治疗、生
活照料指导、中医艾灸治疗等。”近日，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长安路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马勤英一直忙着上门为
石老太太做治疗。足不出户就能治
疗、花费不多还能报销，石老太太对此
感到非常满意。

长安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洛阳
市首批家庭病床服务试点机构之一。
该中心主任金杰介绍，该中心今年4
月就选定136个家庭进行了家庭病床

服务入户宣传。自 8月开展试点工
作至今，该中心已为13位居民建立家
庭病床。

“一个建床周期的建床费是 90
元、一次上门巡诊费是50元，医保报
销后，每位患者只要分别自付10元和
5元。”金杰对每个节点、每项数据都
了然于心。

“建床只是第一步，安全有效开展
上门医疗服务，才是家庭病床服务推广
的关键。保障家庭病床服务质量与安
全，是我们最关心的事。”金杰说，现阶
段，该中心每个家庭病床服务团队都
会在出诊时携带小型出诊包及必要的
通信设备，按照《洛阳市家庭病床实施
方案》明确的服务流程，规范开展建
床、查床、护理、撤床等服务。该中心还

通过智慧医疗系统、远程互联网服务设
备等，直通国家、省、市三级协作医院的
远程诊疗平台，为家庭病床服务团队提
供远程技术支持和诊疗协助，保证家庭
病床服务的质量与安全。

涧西区重庆路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也是洛阳市首批家庭病床服务试
点机构之一。目前，该中心负责的每
一位已建床患者的信息都会上传至洛
阳市家庭病床运行与监督评价信息系
统。一旦患者出现紧急医疗事件，家
庭病床服务团队会协助患者或家属呼
叫“120”，迅速联系转诊医疗机构，确
保患者得到高效转诊和救治。

今年5月，河南省委改革办、省卫
生健康委、省医疗保障局印发《开展家
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方案》，推动医疗

卫生服务向社区、向家庭延伸。该方
案要求，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许昌
市、周口市作为省级试点，其他省辖市
选择1至2个县（市、区）作为市级试
点。

8月30日，河南省家庭病床服务
改革试点工作推进会在洛阳市召开。
洛阳市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围绕“设
得安全、住得安稳”“一家人围着一人
转”等家庭病床服务的难点堵点问题，
探索建立制度规范、实施办法、工作流
程。其中，涧西区长安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重庆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
个试点示范单位先行先试。该市建立
阶段性推进机制，已按时完成34个市
级试点的改革任务。

据介绍，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在家

庭病床服务试点工作启动伊始，就成
立家庭病床质量控制管理中心和由
91位专家组成的市级专家组。洛阳
市城区依托健康洛阳信息平台，县域
医共体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逐步
健全完善家庭病床信息系统，推动实
现与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医疗保障、
医养信息系统和信息平台信息互通
共享。

“家庭病床既是诊疗向家庭的延
伸，也是医养结合的重要载体。我们
将尽快尽力推广家庭病床服务，力争
11月底实现家庭病床服务社区（乡
镇）全覆盖。”洛阳市卫生健康委党组
书记、主任李金乐说，洛阳市卫生健康
委大力推行“医院—社区—家庭”三位
一体的家庭病床管理模式，为居民提
供一站式的全科、专科结合服务；同
时，通过建立绿色通道，鼓励家庭病床
责任医师与转诊医院做好车辆、病区、
床位等对接，为建床患者省去向上转
诊中的排队、挂号、预约等环节。

据介绍，目前，洛阳市医保局已出
台《洛阳市家庭病床病种目录》，目录
包括74个西医病种、5个中医病种。

河南洛阳：迈实家庭病床服务步伐

走进“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

▶9 月 20 日，江苏省无锡市
锡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家庭医生团队，将义诊咨询
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提高村民自
我保健意识及防病意识。图为
家庭医生为村民送药并讲解用药
注意事项。

通讯员顾晓龙 崔寿伟
特约记者程守勤摄影报道

近日，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卫生健康局组织该县人
民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等在县苗乡广场义诊。图为
专家为群众答疑解惑。 特约记者魏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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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

坐标
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

9月19日，重庆市永川区何埂镇卫生院党员医疗小分
队走进该镇聚美敬老院义诊，为老人进行健康体检。

特约记者陈仕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