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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老区健康新颜

□本报记者 刘嵌玥

西柏坡，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
山县中部，是一个背倚柏坡岭、面向滹
沱河的小山村。这里被誉为“党中央
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是“两个务必”的诞生地，是“进京赶
考”的出发地。75载砥砺奋进，在历
史与现实的回响中，卫生健康事业蓬
勃发展的新画卷正在这片红土地上徐
徐展开，呈现新时代老区人民的幸福
底色。

红医精神代代相传

“老区人民坚定不移跟党走，越来
越有奔头！”67岁的平山县岗南镇朱

豪村村医侠新芳感慨道。他见证了老
区这些年的发展巨变。

战争年代，朱豪村是解放军野战
医院第五分院所在地，中共中央进驻
西柏坡后，中央医院就建在朱豪村。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对基层医疗卫生
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朱豪村
的医疗条件大为改善，红医精神也在
这里代代相传。

“我出生于中医世家。爷爷悬壶
济世，在缺医少药的旧时代，留下了很
多治病救人的传奇故事。父亲侠秋奇
是一名老党员，他从赤脚医生干起，直
到晚年还坚持给乡亲们治病抓药，把
一生都献给了基层卫生事业，深受大
家的尊敬和信任。”侠新芳说。至今，
他仍清楚地记得，父亲不顾被传染的
危险，按祖传药方为一名黄疸性肝炎
患者熬制、灌服中药。经过5天的精心
治疗，患者病情好转，逐渐恢复了健康。

从父亲手中接过行医的接力棒
后，侠新芳一直奔波在救死扶伤的路
上，将守护百姓生命健康作为自己的
光荣使命。有一次，大雨倾盆、山洪暴
发，山村一名老人突发脑溢血。山体
滑坡阻断了前行的道路，侠新芳不顾
个人安危，乘小木船从水路赶往患者
家中。输液、针灸，他在患者家住了两
天，直到患者转危为安才离开。久而
久之，侠新芳的名字深深镌刻在百姓
心间。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
侠新芳从医的第47年。抚今追昔，对
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变化，他
感慨万千：“从最开始十几平方米的一
间土房到现在60多平方米宽敞明亮
的村卫生室；从一副听诊器到各种先
进医疗检测设备；村民从‘小病拖、大
病扛’到‘看病按比例报销’，还能直接
在村卫生室‘刷脸’进行医保报销……

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幸福，我们这些
乡村医生在基层也能充分发挥作用，
职业成就感和荣誉感持续增强。”

百姓幸福“掷地有声”

曾经，平山县是集老区、山区、库
区、贫困区“四区合一”的特殊县份。
7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下，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平山县
早已悄然焕新。如今，平山县有3个
县级公立医院、7个民营医院、23个乡
镇卫生院、706个村卫生室，县域卫生
健康体系逐步完善，医疗救治能力和
健康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平山县先后
获评“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

“河北省卫生城市（县城）”“省级健康
县（区）”等。 （下转第3版）

西柏坡：红土地上铺就健康路

□本报记者 杨世嘉
特约记者 朱雅丽

吉安市地处江西省中西部。浩
浩荡荡的赣江自南向北穿城而过，绵
延起伏的雩山、罗霄山脉耸峙于东西
要冲。这座自古人杰地灵、素有“文
章节义之邦”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
是千年庐陵文化发源地。近日，本报

“行走健康中国”报道组走进吉安，透
过百姓视角，记录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成效。

把好人口健康第一关

出生缺陷防治是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措
施。2018年，吉安市委市政府围绕唐
氏综合征、地中海贫血、新生儿耳聋等

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的疾病，作出“群
众体检、政府埋单”的决策部署，每年
投入3000余万元实施免费基因检测
健康筛查民生工程。

每月，约有3000份基因检测标本
被送至吉安市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
室。在免费筛查中，新生儿毛毛（化
名）被确诊为遗传性耳聋基因突变携
带者。毛毛在3月龄时被诊断为重度
先天性耳聋，7月龄时接受双侧人工
耳蜗植入术。目前，毛毛语言能力基
本达到正常同龄儿童水平。

“3岁以内是婴儿听觉中枢发育
的关键期，越早干预治疗，患儿听力康
复效果越佳，能够延缓甚至避免耳聋
的发生。”吉安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黄
会香说，该院作为全市产前诊断、新生
儿疾病筛查牵头单位，在全市共设47
个出生缺陷防控采样点，实现了各县
（市、区）全覆盖。目前，全市累计为
281名遗传性耳聋高危儿童建立了保
健档案，通过早期干预及治疗，极大减

少了重度耳聋基因携带儿童致聋致哑
的发生。

不久前，毛女士到吉安市峡江县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产检时，
接受了免费基因检测项目筛查。几
天后，吉安市妇幼保健院给毛女士发
去唐氏综合征高风险报告，通知其尽
快到院进行免费遗传咨询。到院后，
毛女士的产前诊断进一步证实了筛
查结果。经充分告知胎儿风险后，毛
女士接受了引产，同时领取了3000元
的终止妊娠补助和2500元的产前诊
断补助。

“如果坚持把孩子生下来，那将是
我们一辈子的痛……这笔钱很暖心，
让我感受到除了家人之外，还有其他
人呵护着我们这个群体。”引产后，毛
女士哽咽着说。

毛女士的产检经历，是吉安市围
绕采样、检测、咨询、诊断、干预等环节
打造全流程免费出生缺陷防控体系的
一个缩影。吉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刘忠开介绍，自民生工程实施至今，全
市基因检测覆盖率由3%提升至90%
以上。

政策普惠于民，也减轻了社会负
担。“该民生工程已累计为群众节省检
测费用4亿余元。经卫生经济学评
估，项目实施6年来，仅无创产前基因
检测一项，就可节约社会经济成本近
8亿元。”刘忠开表示。

6年间，该民生工程不断扩面增
项，在原有的无创产前、地中海贫血、
新生儿耳聋3项基因检测的基础上，
地中海贫血、新生儿耳聋基因检测被
扩展优化为孕前41种单基因病检测，
同时开展了新生儿串联质谱48种遗
传代谢病基因检测。

“未来，大人群、低成本、高效率
的基因筛查是精准防控、减少出生缺
陷的关键。医院将以技术创新赋能
基因筛查，进一步完善全市出生缺陷
防控体系，把好人口健康第一关。”黄
会香说。 （下转第3版）

吉安：健康底色扮靓千年古邑
开栏的话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
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
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健
康中国的目标，各地围绕
卫生健康领域改革任务压
茬推进、步履不停。即日
起，本报推出“行走健康中
国”系列报道，展现记者所
行之地的改革进展与成
效。敬请关注。

□本报评论员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
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医学人
文关怀提升行动方案（2024—
2027年）》，提出开展崇高职业精
神弘扬行动。用崇高职业精神涵
养医学人文素养，提升医学人文
关怀，是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卫生
健康文化建设，更好地增进全体
人民健康福祉的必然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卫生健康
工作者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
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
别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抗
击重大自然灾害时，广大卫生健
康工作者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
己救人，赢得了全社会的赞誉。

“ 求 木 之 长 者 ，必 固 其 根
本”。提升医学人文关怀，需要弘
扬崇高职业精神，滋养其根本、加
固其根基，形成激励广大卫生健
康工作者用心用情守护人民生命
健康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深化”
上，要梳理阐释古代名医名家的
治学精神、高尚情操及医德医风
医道之论等，启迪医务人员修医
德、行仁术；在“内化”上，要以老
带新、育德传技，引导青年医务人
员成长为职业精神优良、业务本
领高强的优秀医务工作者，让优

良传统“内化”为自觉行动。
传承优良传统，莫忘与时俱

进。弘扬崇高职业精神要传承老
一辈医者的优良作风，并在继承
中发展，持续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
力。医疗卫生行业和各地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要面对新形势、新问
题，聚焦医学人文关怀推进中的
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助力打通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堵
点、淤点，引导医疗机构运用新手
段、新技术，优化就医流程、打造
舒适就医环境、提供更多暖心服
务。当然，弘扬崇高职业精神要
从医务人员的自觉自律做起，把
真正的人文关怀带入日常的医疗
行为，让医学人文可触可感。

弘扬崇高职业精神，要注重
宣传和传播。首先，要多头并进，
全方位、多形式、多渠道宣传和弘
扬医学人文精神。可以宣介先进
典型先进事迹，也可以鼓励医务
人员讲述感人医患故事，还可以
建设健康类陈列馆、教育馆等，以
榜样传递人文力量。其次，加强
统筹协调构建有效的传播体系，
在全社会唱响崇高职业精神主旋
律。比如，通过资源整合和力量
汇聚，推动各地卫生健康、教育行
政部门充分发挥统筹指导作用，
协调相关部门提供必要的政策支
撑等，多方协力推动形成弘扬崇
高职业精神的传播大格局。

把崇高职业精神
内化于心

医学人文关怀提升行动④

2024年世界艾滋病日
宣传活动主题确定

本报讯 （记者段梦兰）2024年
12 月 1 日是第 37 个“世界艾滋病
日”。近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确定我国今年
宣传活动主题为“社会共治，终结艾
滋，共享健康”，旨在号召政府、部门、
单位、个人等各方行动起来，共同担起
防艾责任，昂首迈向2030年终结艾滋
病公共卫生威胁的目标，共建健康中
国，共享健康成果。

通知强调，坚持高位推动，利用
“世界艾滋病日”推动整体防治工作。
各地要专题向党委政府汇报本地区艾
滋病流行形势、防控工作进展、需要政
府协调解决的事项、下一阶段艾滋病防
治重点工作建议等。

通知指出，近年来，我国公众艾滋
病防治知识知晓率稳步提升，为有效
控制艾滋病流行提供了重要支撑。同
时，受人口频繁流动等因素影响，艾滋
病防治的社会氛围出现新变化，宣教
工作面临新形势。各地要找准本地区
艾滋病防治重点问题、重点人群、重点
场所，优化调整防艾宣传策略和理念，
精心设计活动方案和宣传材料，科学宣
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倡导各方共同承担
艾滋病防治责任，减少艾滋病传播。

通知要求，各地要继续高质量推
进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进社区、进企
业、进医院、进校园、进家庭，广泛动员
宣传力量，拓宽宣传渠道，聚焦宣传重
点，在“世界艾滋病日”前后加大各类
媒体的公益宣传力度。

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
基层行走进浙江长兴

本报讯 （记者吴倩 郑纯胜）
10月30日，2024 年度“好家风·健
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
行——“健康家庭 幸福生活”专场活
动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虹星桥镇港
口村举办。此次活动由中国计生协指
导，浙江省计生协、省爱卫办、省卫生
健康委等联合主办，湖州市卫生健康
委、湖州市计生协、长兴县卫生健康
局、长兴县计生协、长兴县虹星桥镇政
府共同承办。

浙江省计生协会长陈艳华介绍，
近年来，浙江省健康家庭建设工作扎
实有效推进，健康家庭建设工作机制
逐步建立完善，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
初步建成。目前，浙江省已培养家庭
健康指导员3万多名。截至2023年
底，浙江省共建设健康家庭80多万
户，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41.54%。

活动现场，嘉宾代表为8名市级
健康家庭代表颁发荣誉奖牌，为长
兴县8名家庭健康指导员代表颁发
聘书，还捐赠了一批《相约健康百科
丛书》。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10月31
日至11月1日，全国健康乡村建设工
作会议暨全面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培训
班在山西省晋城市召开。国家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刘金峰出席会
议并讲话，山西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
长赵红严出席会议并致辞。

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和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东北和中部地区）现场推进会
精神，准确把握健全乡村卫生健康服
务体系、完善覆盖全体乡村居民的

健康服务、改善乡村健康环境、发展
健康产业等重点任务，同题共答，协
同推进，因地制宜，高质量建设健康
乡村。

山西、浙江、陕西等地代表作交流
发言。民政、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
村、体育、中医药、疾控等部门，国家卫
生健康委有关司局和单位，各省（区、
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
山西省农业农村部门、各市卫生健康
和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同志参会，并赴
晋城市陵川县实地观摩。国家卫生健

康委、中医药局和疾控局有关司局负
责同志解读健康乡村建设政策。

全国健康乡村建设工作会议召开

在此次会议上，山西、浙江、
陕西等地代表分别介绍积极推
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有益经验。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因地制宜
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11月2日，北京地坛公园第十届地坛银杏文化节人气火爆。地
坛公园内绚烂金黄的银杏叶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
观赏打卡。图为游客在舞绸健身。 视觉中国供图

舞绸健身

本报讯 （特约记者邓海）近日，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印发的《贵州省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质量控制管理办法
（试行）》，从组织机构建设、培训质量
管理和动态监督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
系列举措，全方位提升住培教学水平
和质量。

在组织机构建设方面，《管理办
法》明确，成立住培质量控制专家指导
委员会和各专业质控中心。专家指导
委员会负责统筹全省住培工作的总体
规划与质量提升；质控中心负责各专
业的质量控制实施，确保培训工作的
规范化和科学化。

在培训质量管理方面，《管理办
法》规定，质控中心根据国家和省内政

策，制定科学的培训标准，通过定期评
估、考核等方式，每年开展不少于4次
的质控，确保住培基地的培训效果与
质量符合要求。通过系统性的质量监
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培训中的问题，确
保住培工作达到高效、同质化的标准。

在动态监督管理方面，《管理办
法》明确，以4年为一个管理周期，对
各专业质控中心进行年度考核和述职
评议，连续获得良好及以上等次或达
到优秀标准的质控中心将保持挂靠关
系，2次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将被解除
挂靠关系。省卫生健康委安排专项经
费用于质控中心的管理、检查评估、培
训指导和日常运作，以保障工作顺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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