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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风景线

医院动态

本报讯 （记者李季 特约记者
刘云兵）近日，记者从2024年河南省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现场观摩会
上获悉，河南省卫生健康委、省公安
厅、省人社厅、省医保局、省行政审批
政务信息管理局、省疾控局及中国邮
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等合力助

推的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在河南
全面推广应用。

据了解，河南省按照“一朵云、一
张网、一道墙、一套系统管全省”的要
求，坚持省、市、县三级协同、一体推
进，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
的屏障，建立联办工作台账，及时通

报工作进展，着力协调解决推进过程
中遇到的堵点难点问题，确保工作顺
利实施。

据介绍，该省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联办工作实行“一次告知”，将出生
医学证明、预防接种、户口、医保、社
保、生育费、生育津贴、育儿指导等8
个事项系统集成为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明确受理条件，设置不同场景，一
次性告知群众；实行“一表申请”，梳
理整合所需申请材料和申请表，将8
个事项表单聚合成联办申请统一表
单，减少群众填写次数；实行“一端
（窗）受理”，新生儿父母通过河南政
务服务网、“豫事办”应用和各级政务

服务中心“一件事”窗口发起联办申
请，授权调取其身份信息后，联办申
请即被受理；实行“一网办理”，省统
一受理系统根据联办表单，自动拆分
为各联办部门业务系统所需表单和
材料信息，由各部门进行审批。相关
证件办理完成后，申请人可自行领取
或由寄递公司邮寄送达。出生医学证
明同步生成电子证照，与实体证照同
步发放、同步归集。

据了解，河南省对新生儿出生“一
件事”联办工作强化数字赋能。首先，
打通数据壁垒，推动省一体化政务服
务平台与6个省级业务办理系统联
通，做到数据互通共享、服务同质高

效。其次，创新技术应用，积极开展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完善智能预填、
智能预审、智能问答、智能搜索、智能
导办等服务。同时，保障数据安全，坚
持安全与服务并重、信息系统建设与
安全管理同步实施，强化身份认证、电
子印章、电子签名等系统支撑，确保群
众信息安全可控。

河南省新生儿出生“一件事”统一
受理平台于2023年8月上线，今年上
半年进行了升级改造。目前，新老系
统累计办件量达18141件，办理环节、
提交材料、联办时间分别由过去的16
个、9份、32个工作日缩减为3个、2
份、5个工作日，办理效率极大提高。

河南推开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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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中医护理门诊获赞誉

本报讯 2024年5月，窦女士因
出现咳嗽、失眠、周身不适等症状，来到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中医护理门诊
寻求治疗。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医生
为窦女士施行了温灸器疗法、中药热奄
包疗法、耳穴压豆疗法以及平衡火罐
治疗。经过细致入微的调理，窦女士
的身体不适症状得到明显改善。窦女
士对整个治疗过程非常满意，特意送
来一面锦旗，表达对中医护理门诊医
护人员热心周到服务的感激之情和对
科室医疗专业技术的高度认可。

近年来，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
中医护理门诊秉持“一切为了患者”的
理念，用贴心服务和专业技术，为周边
患者带去健康与希望，让中医药惠及
更多患者，获得了患者的赞誉。

（孔令泽）

稻城县人民医院首次开展
输尿管镜钬激光取石术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 通
讯员梁莹）近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稻城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在泸州市
人民医院“组团式”医疗帮扶下，成功
开展该院首例输尿管镜钬激光碎石取
石术，填补了稻城县医疗机构泌尿外
科疾病救治的空白。

稻城县人民医院院长潘庭荣表
示，稻城全县有常住人口3.3万，医疗
资源匮乏。在稻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泸州市人民医院的牵线搭桥
下，稻城县人民医院争取到中央财政
补助资金，购置了输尿管镜钬激光碎
石机等医疗设备，于2024年筹建泌尿
外科。同时，该院选派优秀医护骨干
到泸州市人民医院和浙江省杭州市余
杭区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培训。输尿管
镜钬激光碎石取石术的开展，不仅为
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有效的治疗方
式，也标志着该院泌尿系结石治疗技
术水平迈上新台阶。

据了解，自2016年对口帮扶稻城
县人民医院以来，泸州市人民医院已
派驻帮扶专家近 50人。2022 年以
来，泸州市人民医院对稻城县人民医
院开展“组团式”健康帮扶工作，以师
带徒的方式培养了一批带不走的本土
人才，让当地群众享受优质、高效的医
疗卫生服务。

□本报记者 张晓东
特约记者 侯小艳 魏剑

“尿检各项指标都正常，手术很成
功，你们再也不用担心了。”近日，在陕
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医院儿童保健科，
科室负责人樊妮为眼前的孩子详细体
检后，对其父母李先生夫妇说道。李

先生夫妇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今年2月，李先生夫妇发现8月

龄大的孩子小便颜色异常，便带孩子
到县医院检查，诊断为输尿管反流，医
生建议其尽快带孩子到外地进行手术
治疗。考虑到路途遥远、人生地不熟、
大医院床位紧缺，李先生夫妇一时有
些为难。

得知旬邑县医院有苏州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对口支援专家后，他们就带
着孩子前往该院儿童保健科求助。樊
妮接诊后，立即联系曾在儿科支援的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大外科主任黄
顺根。黄顺根第一时间查看患儿病
历，并在电话里详细询问患儿病情，明
确诊断为输尿管反流，并表示输尿管
反流手术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是
常规手术。李先生夫妇听后长舒一口

气，立即回家收拾行李前往苏州求医。
李先生夫妇带着孩子到达苏州大

学附属儿童医院后，黄顺根迅速组织
会诊，决定采取腹腔镜下气膀胱输尿
管膀胱再植术，同时制订一套详细的
治疗方案。经过抗感染治疗后，手术
顺利实施。

在医务人员的精心救治与护理
下，患儿摆脱了膀胱输尿管反流的困

扰，很快恢复了健康。出院时，李先生
夫妇将一面写有“苏陕帮扶一家亲 仁
心仁术千里情”的锦旗送给科室。如
今，患儿定期到旬邑县医院复查尿常
规，各项指标均正常。

据悉，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从
2016年对口支援旬邑县医院以来，已
先后选派37名高级职称专家在旬邑
县医院开展驻点支援工作，并接收旬
邑县医院26名骨干医师进修，为该院
培养一大批人才；援建儿童保健科、急
诊急救五大中心等，指导完成小儿睾
丸固定术等36个新技术项目，填补了
旬邑县域医疗技术空白。目前，旬邑
县医院成为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分
院，迈上了三级医院创建之路。

“苏陕帮扶一家亲”

□特约记者 李纬
通讯员 汪雨茹

不能奔跑、站立，甚至一次大笑、
打一个喷嚏都有可能引起骨折……这

就是俗称“瓷娃娃”病的成骨不全的典
型症状。小兰（化名）就是这么一位

“瓷娃娃”孕妇。近日，她在重庆市江
津区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的守护下，
成功圆了母亲梦。

10岁那年，小兰不幸患上成骨不

全，骨骼严重畸形，身高目前仅114厘
米。2023年11月，小兰怀孕了。孕
35周时，小兰到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待
产。考虑到小兰的特殊身体状况，医
务人员密切关注她的情况，并建议择
期剖宫产。

对于“瓷娃娃”孕妇来说，术中麻
醉是一道难关。该院产科主任兰瑞伦
介绍，全身麻醉极易引发恶性高热，危
及产妇和胎儿生命；局部麻醉又无法
使产妇在完全松弛的状态下开展手
术，术中操作极易引发骨折。

该院麻醉科主任万兵带领团队与
产科团队经过详细评估，决定为小兰
实施硬膜外麻醉手术。由于小兰脊柱
明显畸形，不能充分屈曲体位配合麻
醉穿刺，无法通过传统的腰段穿刺实
施麻醉。麻醉团队另辟蹊径，选取下
胸段一次穿刺成功，并选择与传统置
管方式相反的方向成功置管。给药
后，麻醉效果佳，小兰生命体征平稳。

“没想到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当妈
妈。”在江津区妇幼保健院多学科合作
下，剖宫产手术顺利完成。伴随响亮
的婴儿啼哭，小兰如愿当上了妈妈。

“瓷娃娃”圆了母亲梦

新疆预防医学科学院
揭牌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垒 夏利
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预防医学
科学院、自治区公共卫生检验检测中
心在自治区疾控中心揭牌。此举旨在
强化自治区疾控机构的科研能力、提
高公共卫生专业技术水平。

据介绍，新疆疾控体系不断提升
应急处突能力，有效防控重大传染病，
连续31年未发生人间鼠疫，疫苗可预
防传染病发病率大幅下降，地方病全
面实现消除与控制目标，健康危害因
素监测和慢性病防控工作全面开展，
专业能力不断提升，疾病预防控制工
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该自治区疾控中心党委书记、副
主任吴海燕表示，自治区疾控中心将
以此次挂牌为契机，立足重大传染病
防控和应急处置，积极发挥省级疾控
中心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预防医学科
学院和公共卫生检验检测中心，进一
步强化疾控战略科技力量培育，加强
前沿探索和前瞻性研究，积极承担重
大科技攻关，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产出
更多原创性、实用性重大成果。

山东滨州为重点项目
一线职工健康护航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斐 郝金
刚）“有轻微的肌肉拉伤。这几天在工
作中多注意一下，尽量不要搬运重
物。”近日，在山东省滨州市重点项目
防洪排涝工程施工现场，滨州市中医
医院针灸推拿科张成勇主任医师叮嘱
前来咨询的陈师傅。当天，滨州市卫
生健康委组织53名党员医务工作者，
为一线职工进行健康义诊、急救培训
及职业病防治指导。

今年3月以来，滨州市卫生健康
委充分发挥医疗行业优势，开展“党旗
飘扬·健康护航”卫生健康助力全市重
点项目建设活动，推出“六个一”健康
服务，为项目建设者撑起“健康保护
伞”。“六个一”行动包括开展一场健康
义诊活动、举办一堂健康科普讲座、组
织一场职业病防治培训指导、推出一
个健康体检套餐、提供一批应急救护
保障服务、送上一批爱心健康药品。
截至目前，该市已有22家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与52个重点建设项目结成对
子，111个党支部、991名卫生健康系
统党员加入服务大军，为该市重点项
目建设一线职工筑牢健康屏障。

据了解，滨州市卫生健康委将对
“六个一”健康服务内容、流程、成效
等进行及时、系统梳理，建立长效工
作机制。

（上接第1版）
最大的变化是人。在雪域高原，

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牧民长期以来
养成的卫生习惯、相对薄弱的医疗卫
生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增加了包虫病防
治的复杂性。过去，一家人一旦有一
个人感染，就有可能拖垮整个家庭，人
们一度“提虫色变”。而且，防治知识
缺乏等情况影响着个人预防、传染源
控制、中间宿主管理、筛查治疗等各个
环节。

和所有寄生虫病一样，在包虫病
综合防治中，广泛开展健康科普、持续
提升公众防病意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
环节。“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宣传，更多
牧民能够正确认识包虫病，知道预防

手段，也知道平时做饭、饮水、放牧要
注意些什么。”袁庆说，“每年下乡是给
牧民们普及知识的好时机。除此之
外，我们定期开展巡回宣讲，以‘防治
知识七进’活动为载体，重点在转变卫
生习惯、正确认识疾病上下功夫。”

“爷爷，不能喝生水，不要吃生
肉！”“爸爸，饭前要洗手！”“要定期驱
虫，犬粪要深埋”……这些年，达日县
的家长们发现，家里的孩子们时常念
叨些包虫病防治小知识，成了教育自
己的小老师。这一变化源自当地在健
康教育上的探索。每年开学，袁庆和
相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都要进校园普
及健康知识，孩子们记住了，回去讲给
家人，宣传效果更好。

今年3月22日，袁庆和同事们来
到达日县吉迈小学，给端坐在学校大
礼堂里的学生们上健康知识课。讲
课前，他们先发问卷，了解学生们对
包虫病防治知识的掌握情况，当时在
座学生们的知识知晓率达到95%左
右。之后，他们在现场组织学生们玩
起了有奖问答小游戏，孩子们争着回
答问题。最后，袁庆又发了一轮问
卷，了解学生们听完课后的知识知晓
率提高情况。

“课后问卷结果显示，学生们的防
治知识知晓率达到了100%。”当谈到
讲课前学生们的知晓率也不低时，袁
庆告诉记者，这源于每学期持续不断
的宣传教育和平时多媒体的宣传，防
治知识就是要通过不断重复宣传，才
能更加深入人心。

变化还体现在监测体系的不断完
善上。“这些年，除了现场工作外，我们
和全县的包虫病干事要负责把筛查、
治疗、随访管理、监测等数据上传到信

息化平台。”袁庆所说的信息化平台指
的是青海省包虫病信息化管理平台。

“2018年之前，青海省包虫病相
关数据资料主要以纸质形式保存，存
在易丢失、安全性差、无法实现四级实
时动态共享等问题。因此，青海省地
方病预防控制所于2018年开展信息
化平台建设工作，并于2018年底启
用。”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寄生虫
病预防控制科科长马霄介绍，青海省
包虫病信息化管理平台从人群筛查、
管理、治疗、随访等方面着手，对全省
包虫病人群相关数据信息进行全面管
理，旨在强化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
所的服务职能，完善青海省包虫病防
治监测体系，强化多部门业务信息联
动、协作与整合。

保障——

青海省从宣传教育、基层防治队

伍建设、犬只监测管理，到筛查治疗、
随访管理都有了长足进步，也以立法
形式将一些好经验、好方法固定下
来。2023年9月，青海省施行《青海
省包虫病防治条例》。

“作为国内首部包虫病防治地方
性法规，《条例》对青海省行政区域内
包虫病的预防、控制、救治及其监督管
理活动作出了明确要求。”马霄介绍。

共25条的《条例》，内容突出特色
和精细，在立法质效上追求务实管
用。“《条例》确立了包虫病防治的原则
方针和工作机制，明确了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具体工作职责，细化了宣传防治知
识的具体要求，强化了患者救治救助保
障机制，完善了阻断包虫病传播途径的
管理措施。”马霄介绍，《条例》的颁布施
行，有利于构建科学的包虫病防治体
系，标志着青海省包虫病防治工作进
入法治化轨道。

“《条例》施行以来，工作机制更
清晰了，尤其对基层来说，在分工和

行为规范方面都有了针对性指导。”
袁庆说。

“青海省包虫病分布广、流行严
重、疫情活跃、传播链复杂、危害巨
大……”马霄向记者展示了一组 12
年前的数据——2012年全国包虫病
流行情况调查显示，青海省包虫病患
病率为 0.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24%），部 分 地 区 患 病 率 高 达
8.93%～12.38%。

自2006年起，国家实施中央转
移支付地方重大公共卫生专项资金
包虫病防治项目，实施范围中有青海
省的3个县。目前，该项目已实现青
海省流行区全覆盖。多年来，青海省
围绕人群查病救治、传染源管控、传
播链阻断、健康宣教、防治能力建设
等环节，持续强化包虫病综合防治工
作。这场长达数年的防治攻坚战成
绩斐然，青海省人群包虫病患病率下
降至2023年的0.13%，新发病例数持
续下降。

持续发力 全方位围歼包虫病

7 月 28 日，天津
市人民医院儿科党支
部、皮肤科党支部、五
官科党支部医务人员
利用周末时间开展

“盛夏送关怀，健康伴
成长”特色党日健康
咨询活动，针对孩子
们常见的近视眼、龋
齿、过敏性鼻炎、结
膜炎、湿疹、哮喘、肥
胖等健康问题答疑
解惑。图为医务人员
在活动现场和孩子们
交流。

特约记者李哲摄

健康伴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