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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在一线·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

□本报记者 崔芳
特约记者 张楠 夏莉涓

对本届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唯
一的医卫工作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妇科玛依努尔·尼牙孜主任
医师、教授的采访，被安排在她繁忙工
作日的午饭间隙。上午，她有门诊；下
午，她有手术；此前一晚，她在手术室
工作至深夜11时。

“现在比以前更能专注于临床工
作了。”玛依努尔·尼牙孜表示，告别副
院长岗位后，她把自己的退休生活安
排得满满当当：每周一到周五都是上
午出门诊、下午做手术，周六、周日则
安排其他学术活动。没有午休习惯，
也几乎没有休过完整双休日的她，打

趣说自己是不爱唱歌跳舞的新疆姑
娘，“唯一的爱好就是当医生”。

“玛依努尔”在维语里意为“明亮
的月光”。从医48年来，“玛依努尔”
这片月光照亮着天山南北，为新疆妇
女宫颈癌防治释放着源源不断的光芒。

从小立下从医志

玛依努尔从医的志愿是从小就立
下的。“我妈妈就是医生，她最大的心
愿就是看我也穿上白大褂。”玛依努尔
说，她初中一毕业就进了护训班，虽然
在班里年纪最小，却最用功。后来，她
如愿进入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
海医学院前身）。

大学毕业后，玛依努尔被分配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当时，科里有2间病房，16个床位总
是满的，床上躺的都是放疗后面色蜡
黄、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的宫颈癌
晚期患者。

“我们的病房，用鼻子都能闻出
来。”玛依努尔说，那是因为病房里有
一种阴道病变组织化脓而散发出的刺
鼻异味。作为医生，她每每闻到这种
气味，涌上心头的不是厌烦，而是心
疼。“咋就这么可怜！她们还那么年
轻，就这么等死吗？”玛依努尔觉得，自
己必须做点什么。

“那时候年轻，能力不足，怎么
办？拼命学呗！”于是，她一边在临床
上不断精进业务，一边加强理论学习，
争取继续深造，最终凭借过硬的成绩

两次获得赴外国学习的机会。在异国
他乡的日子里，除了在科研能力等方
面的持续提升，她还特别留意国外宫
颈癌防治工作。

“我跟导师商量，能不能在做宫颈
癌手术的时候多带带我。但导师说不
好办，因为这种患者比较少见。我这
才知道，广泛的科普宣传、良好的宫颈
癌防治意识、完善的早期筛查，能显著
降低宫颈癌发病率。”玛依努尔说。

学成回国后，玛依努尔不但摆脱
了本领恐慌，还带回了先进妇产科技
术，坚定了防治宫颈癌的信念。

结合临床观察，玛依努尔发现，当
时南疆妇女健康意识较为薄弱，宫颈
癌患者比例较高，且被发现时多为晚
期。宫颈癌防治，关键就是一个“早”
字，就从这里做起！ （下转第2版）

玛依努尔·尼牙孜：月华长照满天山

近日，全国妇联在京举
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暨
表彰大会，隆重表彰2024年
度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
旗集体、全国巾帼文明岗。
其中，诸多来自卫生健康领
域的女性及团队入选，显示
了救死扶伤、护佑健康战线
上的“她力量”。从今日起，
本报通过“建功在一线”专栏
讲述她们的故事，展示她们
的风采。

□本报评论员

乘着全国两会的东风，“体重
管理”一夜之间成为时下热议的
健康话题。这个热度，不仅来自
国家卫生健康委“喊你减肥”的政
策亲民性，更缘于人们对健康生
活方式的认同与追求。当政策倡
导与民心所向双向奔赴，我们有
信心期待“体重管理”成为一场全
民健康行动，依靠政府、行业、单
位、个人“四轮驱动”，让健康生活
方式润泽每个人的生活。

近些年，“健康细胞”已经悄
然改变城市的“肌理”。天津市沿
废弃铁路打造绿植旖旎的健身步
道，上海市推行“减油、减盐、减
糖”的早餐食谱，多家电商平台试
点饮品营养选择分级标识……这
些变化的背后，是政策工具箱在
持续发力。从制修订全民健身条
例、国民营养计划，到出台体重管
理指导原则、各类人群食养指南，
政策设计正从宏观规划转向精准
指导。扎实推进“体重管理年”活
动，需要政府搭好舞台，以制度的
力量引领资源投入，为行业、单
位、个人“登台唱戏”提供清晰路
径和实操方案。

“体重管理”将激活行业发
展的一池春水，引导居民向健康
迈进。无论是科学减重，还是
健 康 饮 食 ，都 离 不 开 专 业 指
导。在体重管理门诊，肥胖症
患者领到量身定制的食养方案；
和家庭医生见面，居民们畅聊如
何合理膳食、科学瘦身；公园里尽
是锻炼的身影，社会体育指导员
在旁指导……在一些地方，这些
美好期待已经化为可感可知的幸
福生活日常。随着“体重管理”理
念更加深入人心，人们会希望服务
更全面、产品更多元。满足新期

待，相关行业需要继续创新求变，
以制度保障落实，用服务的增量
换“体重管理”的实绩。

在企事业单位，“健康优先”
理念催生了许多创新实践。有的
单位实行“步行换积分”，提倡绿
色、低碳出行；有的企业将 BMI
（身体质量指数）纳入绩效考核，
鼓励员工做好“体重管理”；有的
园区引入“健康管家”，为员工提
供健康咨询服务；有的公司创建
营养食堂，提供养生汤粥、营养药
膳……这些探索，既让员工获得
了满满的健康收益，也让单位赢
得了好感 、积蓄了“健康生产
力”。期待更多单位行动起来，在
职场环境、企业文化中注入健康
元素，为员工“吃得好、动起来”提
供更多便利，助推形成“体重管
理”的全民热潮。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
责任人。限盐勺和控油壶摆上
灶台，低热量、高纤维的“营养轻
食”受年轻人青睐，体重秤和腰
围尺成为百姓家“标配”，红火的
马拉松赛擦亮城市名片……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掌握自己的“健康
密码”，用实际行动为健康生活方
式投票。

“体重管理”是一场“知行合
一”的实践。让更多人参与到“管
住嘴、迈开腿”的行列中来，需要
积极营造社会支持性环境，在爱
国卫生运动、健康中国行动等一
系列活动中，推动科普宣教进家
庭、进社区、进学校，让健康生活
方式成为更多人的共识。“体重管
理”是一项细水长流的系统工程。
当政府的政策引导、行业的供给变
革、单位的机制创新、个人的自觉
行动形成共振，健康中国建设就能
获得源源不断的动能。在这场“健
康接力”中，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更
应该是参与者。

全民“体重管理”
你我都是主角

聚焦“体重管理”

敬请关注“两会精英汇”专刊
今日第5版—— 协同整合 基本公卫服务再向前
今日第6版—— 融合赋能 提升疾控核心能力
今日第7版—— 社会共治 让孩子拥抱清晰“视”界
今日第8版—— 政策为基 迈向人口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世嘉）3月 1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
国家疾控局联合发布《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明确了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信息化5个方面的36项
主要功能，以及强化省市统筹集成部
署等4个方面的建设模式。

根据《功能指引》，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信息化的主要功能有：区域医疗
服务协同应用，包括医学影像诊断、远
程会诊等7个资源共享中心的信息化
功能；便民惠民服务协同应用，包括电
子健康卡应用、“互联网+诊疗”服务、

“互联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9项
信息化功能；医疗管理服务协同应用，
包括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服务、合理用

药审核及药事管理协同服务、医保业
务协同服务等5项信息化功能；公共
卫生服务协同应用，包括疫苗接种、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指挥等业务
协同服务的7项信息化功能；基层医
疗卫生综合管理，包括综合决策管理
可视化展示，以及人力资源、药品耗材
等统一协同管理的8项信息化功能。

根据《功能指引》，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信息化建设模式包括强化省市统
筹集成部署、统一信创网络管理要求、
优化系统信息协同共享、完善数据信
息安全保障4个方面。《功能指引》要
求，依托省统筹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一
体化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应用信息
系统建设，扩展实现医共体业务功能

应用。
《功能指引》发布了江苏省东台

市、福建省三明市、浙江省嘉善县关于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应用的
典型案例，要求各地全面提升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数字治理能力，充分发挥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体制优势及信息
化倍增效应。

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功能指引发布

扫码看
《功能指引》
全文及解读

人工心脏植入收费
将有规可依

本报讯 （记者吴少杰）近日，国
家医保局编制印发《心血管系统类医
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
将现行心血管系统价格项目和技术
规范项目整合为价格主项目129项、
加收项53项、扩展项25项。《指南》
适应第三代植入式人工心脏手术收
费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新增“心
室辅助装置植入费”“心室辅助装置
取出费”“心脏植入式装置适配费”
等价格项目，分别解决手术植入、手
术取出、术后调试等医疗服务计价收
费问题。

据介绍，对于终末期心衰患者，
常规治疗手段效果有限，心脏移植
成为挽救生命的最后希望。在心脏
移植供体短缺的背景下，“植入式心
室辅助装置”（也被称为“人工心
脏”）作为一种重要的替代方案应运
而生。此次国家统一新增价格项
目，各地对接落实立项指南后，“人
工心脏”植入相关医疗服务收费将
有规可依。

据悉，为了让更多终末期心衰
患者用得上人工心脏，国家医保局
近期与国内获批上市的5家生产企
业逐一沟通，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压
缩中间流通环节的过高加价，适当
下调人工心脏的终端挂网价格，切
实让利于患者。后续，国家医保局
将指导各省医药采购平台提示告知
医疗机构“同类产品有相对低价产
品”，为终末期心衰患者带来更多
治疗选择和生存希望。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晔）近日，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印发《贵州省卫生
健康系统2025年“银龄计划”（引进
退休高级医疗卫生人才）工作方
案》，提出要面向省内外引进退休高
级医疗卫生人才不少于600人，其中
省外人才不少于150人，所有三级公
立医院必须有省外退休高级医疗卫生
人才落地。

《工作方案》提出，一方面，充分发

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输出医院优
势，用好“组团式”帮扶平台，结合国家
老专家服务基层健康行动，争取更多
的退休专家到贵州省开展工作。另一
方面，依托贵州人才博览会等平台，积
极通过省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引才；通过“以才引才”，发挥已引进专
家的人脉资源优势，邀请他们推荐身
边的退休专家。同时，鼓励有条件的
地区和单位走出去引才。

《工作方案》要求，要为银龄专家
搭好工作平台，根据专家的特点明确适
当岗位、提供必要条件、配备必要设
备，最大限度发挥专家作用。通过组
建“跟学班”，与专家结成“师徒”对子，
方便专家以“一带多”“一带一”等方式
带教。通过开展学术讲座、教学查房、
手术带教等方式，为医院培养技术骨
干。要完善后勤保障机制，妥善安排
银龄专家的食宿、交通、通讯、安全、健

康、探亲、旅游优惠等各项保障措施。
坚持重视厚爱，经常听取专家的意见建
议，尽心尽力帮助专家解决问题和困
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专家能安
心融入当地生活，全心投入新的工作。

据了解，“银龄计划”是贵州省委、
省政府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部
署，是激励银龄人才发挥经验才智、服
务贵州的重要举措，是为贵州高质量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途径。自
2018年底启动实施“银龄计划”以来，
贵州省累计引进3958名退休高层次
医疗卫生人才。一大批贵州省外退休
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到该省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一大批贵州省内退休医疗
卫生专家到基层工作，为提升该省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贵州推进卫生健康“银龄计划”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近日，浙
江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等10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养老领域人才队伍
建设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7年，培育80家养老领域领军企
业；每万名老年人拥有持证养老护理
员27人，其中高级以上护理员不低于
20%、持救护员证的不低于70%。

《实施意见》明确，支持引导更多

学校开设老龄和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扩大招生规模；拓宽养老领域人才学
历和非学历继续教育通道；鼓励院校
与养老机构互设实习实训基地、培养
培训基地；鼓励毕业生从事养老工作；
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入职养老服务机
构从事养老护理、专业技术工作的给
予入职奖补。

在培育经营管理队伍方面，《实施

意见》提出，选拔优秀青年养老护理员，
优先安排到管理岗位；开展养老领域
国际交流，选派优秀人才赴国外培训；
开展社区助老员、老年助浴员等新增
工种的职业能力培训；对家庭照护者
和失业人员进行照护知识和技能培训。

在提高工资待遇水平方面，《实施
意见》要求，全面建立养老护理员特殊
岗位津贴制度，积极引进科技助老产

品和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护理
员纳入各地人才政策支持范围，按有
关规定享受住房、子女入学、医疗等
优惠政策；鼓励各地设立“养老护理
员节”。

《实施意见》指出，将继续实施“海
岛支老”行动，开展“山区助老”行动，推
进城乡养老服务均衡发展；到2027年，
全省建立不少于20家养老护理技能
大师工作室，形成大师“传帮带”的良好
人才发展氛围；要打造应用场景，依
托“浙里康养”系统，建立养老领域人
才信息和信用管理模块，实现养老护
理员职业生涯“一件事”，包括培训基地
管理、培训服务、在线学习和考核评价、
养老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发放等。

浙江加强养老领域人才队伍建设

添新绿

今年3月12日，是我国第 47
个植树节。3 月 11 日，浙江省
长兴县夹浦镇开展“植树添新
绿，共迎植树节”活动。图为夹
浦镇中心小学师生在滨湖村开
展植树劳动实践，为大自然增
添新绿。

通讯员谭云俸
本报记者郑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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