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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防护 健康返程
春节假期结束，许多人开始返

程复工。 为让大家健康返程，周口
市疾控中心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科学防护：
一是要注意健康出行。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时，或前往空气流通不
好、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时，建议
科学佩戴口罩。

二是要注意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坚持勤洗手、常通风。在
出行中要勤洗手或用消毒纸巾擦

手。 平时注意保持睡眠充足、营养
均衡、锻炼适度，增强体质和抵抗
力。

三是要注意食品卫生和饮水

卫生。 不喝生水， 外出就餐时要
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馆； 加工食
材时， 要注意生熟分开， 避免交
叉污染； 吃水产品时， 一定要煮
熟煮透。

四是要避免接触活禽和病死

禽。由于接触活禽和病死禽有感染
禽流感病毒的风险，所以尽量不要
接触活禽、病死禽，尽量在正规场
所购买冷鲜或冰鲜禽类食材。

五是要注意自我健康监测。如
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呼吸道感
染症状，尽可能居家休息，避免参
加聚集性活动或前往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所。 症状较重时，应及时就
诊，注意科学佩戴口罩，以防传染
他人。

六是要注意境外出行健康安

全。 节后境外出行人员，应提前关
注目的地传染病情况，如前往东南
亚要注意预防登革热，到非洲要注
意预防疟疾。 要做好个人健康监
测，一旦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时
应及时就诊，并主动告诉医生自己
的旅行史。

（周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蒋文）

我省开展儿童健康“五小”专项行动
日前，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

南省教育厅、河南省民政厅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河南省儿童健康“五
小 ” 专项行动计划 （2025—2027
年）》（简称专项行动），有效控制儿
童重点健康问题。

专项行动主要包括七部分内

容，从总体要求、行动目标、重点任
务 、行动计划 、保障措施 、工作安
排、工作要求等方面对河南儿童健
康“五小”专项行动进行安排部署。

促进儿童营养均衡，减少“小
胖墩”。 到 2027 年底， 力争实现 6
个月内纯母乳喂养率稳定在 50%
以上，并有效控制儿童超重、肥胖
上升趋势。

促进儿童视力发育 ， 减少
“小眼镜 ”。 到 2027 年底 ， 力争
实现 0 岁～6 岁儿童眼保健和视
力检查覆盖率保持在 90%以上；6
岁儿童、小学生、初中生、高中阶段

学生近视率呈下降趋势。
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关爱“小

星星”。 到 2027 年底，试点开展儿
童孤独症筛查干预服务；促进“医
校协同”， 试点开展中小学生心理
行为评估工作。

促进儿童骨骼发育，强化“小
骨干”。 到 2027 年底，力争实现广
泛开展健康教育，探索建立以儿童
脊柱侧弯为重点， 以儿童扁平足、
矮小症等骨骼发育异常为补充的

中医药综合防控体系。
促进儿童口腔健康，改善“小

蛀牙”。 到 2027 年底，力争实现两
个目标： 一是持续开展生命早期
1000 天口腔健康服务， 预防和减
少乳牙龋齿的发生；二是推广儿童
口腔疾病预防适宜技术，儿童口腔
保健水平稳步提高，儿童口腔健康
素养水平大幅提升。

（据 1 月 23 日《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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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健康康信信息息健健康康信信息息2025年河南卫生健康工作聚焦十个关键词
日前，2025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工

作会议召开，2025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
工作将持续深化 “十大专项”， 强化
“六大保障”，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
划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
局打牢基础。

关键词一： 基层医疗。 新增 100
所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基本达到二

级医院服务能力，推动 300 所左右薄
弱乡镇卫生院补短达标。 新增服务能
力推荐标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200 所。 推动 90%以上的县
（市）达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标准。 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补助标准提高

到 99 元。
关键词二：医疗改革。 在推广三

明医改经验方面，选择郑州市、洛阳
市、平顶山市、安阳市、周口市作为攻
坚示范市，率先在政府“六项投入”保
障、债务化解、编制动态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调整、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薪

酬制度改革、医共体建设等方面取得
创新突破。

关键词三：医学科技创新。 力争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或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立项 5 项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立项 200 项以上，争创国家级
平台 2 个以上。

引进和培育顶尖人才 3～5 人，培
养 30 名中原医疗卫生领军人才 、60
名中青年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人才、30
名优秀中青年医师、100 名基层中青
年卫生健康学科带头人。

关键词四：医疗服务。 加快“双中
心”建设。 开展儿科服务年行动、精神
卫生服务年行动、临床营养服务年行
动。 全省“三个一批”项目力争完成投
资额 300 亿元。

关键词五：中医药传承创新。 抓
好 53 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省级中
医高水平专科、“两专科一中心”等项
目建设，推进 7 个国家中医特色重点

医院建设； 加强 11 个国家中医药高
水平重点学科和 55 个省重点学科建
设， 培养中医馆骨干人才 325 名，培
养 40 名中医药科普优秀人才和青年
人才。

关键词六：公共卫生。 加快国家
区域公共卫生中心建设，布局建设 7～
9 个省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确保新
发和输入传染病规范处置率达到

100%。确保以乡镇为单位适龄儿童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率保持在 90%以上。

关键词七：人口老龄化。 力争每
个县（市、区）至少举办 1 所普惠托育
机构；有序推进新生儿疾病筛查分中
心建设；谋划建设一批产后保健一体
化中心。 新增或改造提升医养结合床
位 2.4 万张； 引导医疗资源丰富的地
区将部分二级及以下医院转型为老

年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
关键词八：健康教育。 实施百万

医务人员进网格，探索开展“健康驿

站”进社区（村），推动健康知识进万
家。 打造“豫健”系列科普品牌，组织
健康教育专家宣讲团，推动“健康素
养 66 条”进学校、进乡村、进家庭、进
机关、进企业、进养老和托幼机构，居
民健康素养提升 2 个百分点。

关键词九：慢性病防治。 完善“5
个慢性病防治中心+1 个疾控中心+1
个中医药服务”的服务模式，加强慢
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干预、早诊早
治，普及防治适宜技术，降低因重大
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

关键词十：人工智能。 推动二、三
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入区

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依托省统筹传
染病智慧化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平

台， 建立疾控部门牵头的跨部门、跨
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稳步推进
3 个行业垂直大模型 、4 个专科专病
模型和 3个医疗服务模型建设。

（据 1 月 23 日《大河健康报》）

学习楷模精神 汲取榜样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伟 通讯员 黄耀

宗）近日，周口市卫生健康委直属各
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采取多种形式

观看了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榜样 9》专题

节目。
《榜样 9》通过访谈等形式，生动

讲述了范振喜、 钱素云、 覃大清等 7
名党员和山东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

头公司党委、陆军某边防团红其拉甫

边防连等组织的先进事迹。
观看过程中，党员干部被这些先

进事迹深深打动。 他们纷纷表示，《榜
样 9》 是一面镜子， 他们要以榜样为
镜，向典型看齐，不断提升自我，怀揣

热忱，脚踏实地，大力弘扬新时代榜
样精神，立足本职岗位，践行“一切为
了人民健康”的使命担当，为推动周
口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

智慧和力量。

������春节假期期间，我市
多家医疗机构持续推行

“无假日医院”服务模式，
为市民提供医疗服务。图
为 1 月 30 日， 一些患者
到周口市中心医院就诊。

记者 刘伟 摄

加强隐患排查 确保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史书杰 通讯员 黄

耀宗）日前，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安全
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会议结
束后，周口市卫生健康委随即召开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电视电话

会议， 就贯彻落实全国会议精神、全
省部署要求及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安

全生产工作进行了再强调、再安排。
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全国会议精

神和全省工作部署要求，切实增强做
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 紧迫感。
要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

行动走深走实，要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要迅速

行动，采用“领导+专班+专家 ”的形
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做好燃气及
危化品、密集场所动火管理等方面的
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要紧盯问题隐
患，举一反三，深挖彻改，实现闭环管
理。 要坚持多措并举，持续提升安全
生产工作能力水平。 要健全全员安全

责任体系， 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培训，
增强安全生产意识， 积极对接住建、
消防部门，持续推进解决建设工程消
防设计审查验收历史遗留问题专项

治理工作。
会议还就应急值班值守等工作

作了安排部署。

精湛医术赢赞誉 优质服务暖人心

市中心医院

本报讯 （记者 普淑娟）“去过很
多家医院 ，感觉还是咱市中心医院
的服务最好 ， 医务人员素质最高 ，
普外二病区的医务人员就像我的

家人一样 ，我的身体康复离不开他
们的照顾和关心。 ”近日，患者马先
生提起市中心医院的优质服务 ，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

马先生此前因上腹剧烈疼痛

入住市中心医院普外二病区 。 检
查显示 ，其患有胆囊结石并发胆
囊炎 。 因马先生年龄较大且腹痛
剧烈 ，普外二病区主任陈昕高度
重视 ，积极组织专家会诊 ，根 据
病 情 为 其 制 订 了 个 性 化 手 术 治

疗方案 。 普外二病区副主任赵华

仔细评估病情 ， 精心筹备手术 ，
带 领 主 治 医 师 王 超 和 住 院 医 师

赵凯实施胆囊切除术 ，他们凭借
高超的医术顺利完成了手术 。 术
后 ，普外二病区护士长张玉伟带
领 的 护 理 团 队 十 分 关 注 患 者 的

身 体 康 复 情 况 ， 对 患 者 细 心 护
理 、暖心呵护 ，有效缓解 了 患 者
的焦躁情绪。

赵华表示， 医生的职责就是治
病救人，能够得到患者的认可，是我
们最大的幸福。 普外二病区将继续
秉持 “以人为本 ，生命至上 ”的服务
理念，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贴心的医疗服务，守护每一位患
者的健康。

新春慰问送温暖
市中医院

本报讯（记者 郑伟元 通讯员 赵
文博）1 月 29 日，周口市中医院一线
医务工作者坚守岗位， 为守护市民
的健康默默奉献。当日，市中医院领
导班子深入医院各科室，看望、慰问
一线岗位职工， 为他们送上节日慰
问和新春祝福， 对他们的辛劳付出
表示感谢。

市中医院党委书记史卫东 ，党
委副书记 、院长毛国璋 ，副院长王
俊峰一行先后到医院门诊部 、住院
部 、急诊科 、检验科等 ，与医务人员
亲切交谈。 他们详细了解节日期间
的医疗工作安排 、患者就诊情况以
及医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

“医疗安全是医院工作的重中之
重 ，我们在节日期间也要保持高度
的责任心，确保医疗质量和安全。 ”
毛国璋说。

当日，医院为住院患者及坚守
岗 位 的 医 务 人 员 免 费 提 供 了 饺

子 。 在食堂和各个科室 ，大家吃着
热气腾腾的饺子 ， 感受到满满的
关怀。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 但医
院的工作不能有丝毫松懈。市中医院
将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发扬优良传统，
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为患者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史卫东
表示。

饮酒助眠不可取
本报讯（记者 李鹤）近日 ，42 岁

的李先生因失眠到周口市第六人

民医院就诊 。 经过该院物质依赖
科的治疗 ，他的症状有所好转。

“医生 ，我最近老失眠 ，以前喝
点酒就可以睡着了 ，现在喝再多
也睡不着了 。 ”李先生表示。 据了
解 ，前几年 ，李先生因为工作压力
大 ，导致睡眠质量差 。 于是他每晚
饮点白酒后入睡 ， 并慢慢养成了
习惯 。 最近一段时间 ，他入睡后会
早醒 ，便在醒来后继续饮酒 ，然而
助眠效果越来越差 。 如今 ，他不仅
睡不着 ，还出现食欲减退 、记忆力
差 、易发脾气等症状 ，只得来到医
院就诊。

物质依赖科主任段杰诊断李先

生患了酒精依赖综合征， 将其收治
入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他的症
状逐渐得到缓解， 睡眠也恢复了正
常。

段杰说 ，用饮酒的方法来解决
睡眠问题并不可取 。 首先 ，饮酒可
以缩短上半夜的睡眠潜伏期 ，使
人入睡更快 。 但到了下半夜 ，随着
酒精在血液中的浓度下降 ， 其镇
静和催眠作用会消失 。 饮酒还会
使交感神经系统兴奋 ， 使人夜间
心率升高 ，干扰睡眠 。 其次 ，酒精
会持续抑制褪黑素分泌 ， 使人入
睡困难 。 最后 ，依赖酒精入睡会造
成酒精成瘾 。 因此 ，遭受睡眠困扰
的人应该减少饮酒 ， 及时到医院
治疗。

开展应急演练 筑牢安全防线
市妇幼保健院

本报讯（记者 李鹤）近日 ，周口
市妇幼保健院开展 “突发心脏骤
停 ”“过敏性休克 ”“突发火灾 ”“暴
力伤医 ”等多项应急演练 ，并开展
护理服务质量 、用药安全专项督导
检查。

“突发心脏骤停 ” 演练模拟了
患者在医院突发心脏骤停 ， 医务
人员通过心肺复苏及时恢复患者

的生命体征 。 “过敏性休克 ” 演练
模拟了患者在输液时出现呼吸急

促 、皮疹等药物过敏症状 ，护士迅
速识别异常 ，及时向医生报告 ，启
动药物过敏应急预案 ， 快速缓解
患者症状 。 “突发火灾 ” 演练模拟
了医院病区发生火灾事故 ， 消防
人员与医务人员通力合作 ， 迅速
疏散人员 ， 确保无人员伤亡 。 “暴

力伤医 ” 演练模拟了医院内发生
暴力伤医事件 ， 安保人员和医务
人员迅速采取应对措施 ， 稳定现
场并妥善处理。

在护理服务质量、用药安全专项
督导环节，市妇幼保健院检查组主要
围绕药品存储、发放、使用以及护理
服务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确保患者
用药安全， 进一步规范护理操作流
程，强化护理人员的责任意识。

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王芳表示，
此次应急演练和专项督导检查，充分
检验了医院各部门的协调配合能力，
提升了全体医务人员在突发事件中

的应变能力。 同时，活动还进一步强
化了用药安全管理，为医院向患者提
供更加安全、优质的医疗服务奠定了
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