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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会议。
本报记者 焦海洋 摄

8月8日，我市支援哈密伊吾医疗检验工作队抵达伊吾
县，开展核酸检测等疫情防控对口支援工作。 刘向前 摄

到结对帮扶共建村临颍县巨陵镇大段村帮扶指导。
谷东方 摄

医务志愿者到源汇区问十乡曹店村参加“三下乡”暨
健康扶贫活动。 刘 凯 摄

天使减贫医疗服务队到北舞渡镇蒿庄村开展健康扶
贫活动。 刘 凯 摄

市委书记蒿慧杰视察卫生健康工作。 尹红娅 摄

市委卫健工委书记、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曹江涛
调研疫情防控工作。 张 岩 摄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也是“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处在“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点，
卫生健康工作正在迈入大健康时代、高质量时代、法治化
时代。

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市卫健系统牢固树立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立足本职、奋发进取，为保障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恢复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交出了一
份优异的“漯河答卷”。其中，在对标全市“豫中南地区性中
心城市”目标定位，集中优势、高起点打造的10个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中，生殖遗传中心、心血管治疗中心、脑卒中防治
中心、呼吸与危重症中心、肿瘤治疗中心、儿童医疗中心、骨
科创伤救治中心七个中心已建成使用，妇幼保健与计生服
务中心、中医治未病中心、康复治疗中心也将于明年挂牌。
这些以优质医疗资源集团化、品牌化发展的区域医疗中心
的建成，将为带动和提升我市医疗机构诊疗、科研、临床教
学、预防、管理等方面的整体水平，提供一个更大、更广阔的
平台，也将为漯河及周边地区的群众带来更加便捷、高效、
安全和舒适的诊疗服务。

科学防治 守护人民群众健康

己亥岁尾，庚子新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市委、市政府按照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带领全市人民，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
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用一个月时间遏制住了疫情蔓延
势头、有效阻断外部疫情输入，用两个月时间实现所有确诊
病例全部治愈出院，确保了漯河这座二类交通枢纽城市连
续274天无新增确诊、疑似病例（截至12月29日24时），取
得了不发生二次感染、不发生群体感染、不发生医务人员感
染、不发生聚集性人传人行为“四个不发生”的重大阶段性
成效。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成立后，市卫健委充分发
挥防疫抗疫主力军作用，认真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
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全市卫健系统全部放弃节假
日休息，立即进入战时状态，确保了整个防控工作有力有序
有效。

紧盯重点部位不放松。要战胜疫情，必须科学地防、全
面地控、精准地管，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将全面
防疫与精准抗疫落实到疫情防控方方面面。针对医疗机
构、看守所、学校、养老院、车站和市场商场等公共场所、复
工复产企业和建筑工地、企事业单位等落实防护措施，杜绝
了聚集性疫情发生。

全力以赴救治感染者。始终紧盯病人救治核心任务，
迅速组织各县区设了8个集中隔离观察点，确定了16家发
热门诊、5家救治医院，抽调930名一线医务人员、206名专
家组建应急医疗队，采取多学科联动、中西医结合方式，对
确诊病例因人而异制订诊疗方案，做到及时救治、定点救
治、集中救治、免费救治。全市累计确诊的36例新冠肺炎
患者全部治愈出院，取得了收治病人零死亡、医务人员零感
染、医护工作零投诉的骄人战果。

补强薄弱环节不懈怠。全面加强对城市“三无小区”、
农村开放性村庄、监管场所、福利院、救助管理站、民营养老
机构等特殊人员聚集场所的管控，组织开展秋冬季疫情防
控应急演练，不断提升新冠病毒核酸检验检测能力，重点做
好呼吸道传染病预防。以“后勤不靠后、保障冲在前”为宗
旨，做好各项防控保障。

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当战“疫”集结号吹响，各级医
疗机构和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他们中有

坚守执着的“60后”，有成熟稳重的“70后”，有果敢担当的
“80后”，也有自信豁达的“90后”。市六院感染科主任曹付
梅年过半百，并且是重症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从大
年初一进入疫情防控战斗，她就没休息过一天，早出晚归，
没有吃过一顿应时饭、睡过一个囫囵觉。当看到医院微信
群里征召援鄂人员的紧急通知后，她毫不犹豫报名前往。

“召必来，来必战，战必胜”。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一名
共产党员的本色和担当、一名医务人员的职责和使命。在
12月22日举行的漯河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
市委书记蒿慧杰点名表扬了曹付梅，对其年过半百、带病驰
援武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保护全市以及全省援鄂医疗人员
安全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我市统一调配工
作力量，既不断充实医疗救治和专家组力量，又尽锐出战疫
情严重地区，对口支援新疆伊吾。先后派出2批49名医务
人员驰援湖北，成功转运患者508人次，安全行驶里程6000
公里以上，累计治愈当地患者365人，为打赢武汉保卫战、湖
北保卫战提供了有力支持，彰显了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
国情怀。

“六个强化”促进防疫措施落实

进入秋冬季后，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为严防疫情
反弹，市卫健委坚决贯彻“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体策略，
推进关口前移，突出监测预警，确保常态化防控工作扎实有
力推进。以“六个强化”为抓手，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的各项举措，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该做法受到省卫健委主任阚全程的充
分肯定，并作出批示：“‘六个强化’措施有力，对全省疫情防
控有示范作用，希望抓实抓细、总结经验。”

强化责任追究，严格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属地、部门、
单位、个人“四方责任”。研究起草《漯河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进一步健全失职追责问责机
制，确保各项工作责任到人、落实到位。

强化技术指导，做到规范防控。成立了6支涵盖卫健、
公安、大数据、交通部门“四位一体”的流调队伍，坚持科学
标准，聚焦重点场所疫情防控，围绕“如何预防、如何处置”
两个关键环节，制订农贸市场、冷链物流、社区乡村等重点
区域、重点场所规范性防控流程图，形成严密的“四早”监测
处置网络。设置集中隔离点7个、随时可启用房间556个、
备用场所12个，在原有10个医疗应急物资储备仓库基础
上加快推进卫生应急物资储备库建设；市、县两级确定了4
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和4家医疗救治后备定点医院，共设
疑似及确诊病例收治床位280张、预备病床300张，组建了
16支医疗救治预备队。

强化人物管理，织密防护网络。在“人”的方面，紧密依
托“一卡一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与公安、通信管理、
外事、海关、铁路等部门协同做好排查管控，确保第一时间

将监测到的境外和中高风险地区来漯返漯人员信息数据进
行推送，坚决阻断外部疫情输入。与迪安诊断技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新型冠状病毒应急核酸检测合作协议，大
幅提升全市应检尽检能力。目前，全市已有具备检测能力
医疗机构11家、第三方机构2家、疾控机构4家，6家医疗
机构委托第三方合作开展检测，最大检测能力达3万人份/
天，特殊时期可达8万人份/天，按10混1法检测能力可达
80万人份/天。在“物”的方面，出台《漯河市冷链食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漯河市冷链食品疫情防控工作应
急预案》，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责、压实部门责任。着力防范
冷链食品、快递物流可能带来的输入性风险，成立冷链食品
疫情防控专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以“七查”为主要内容的
冷链食品风险排查工作，以“两检测两消毒”为重点，协同商
务、交通运输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对入漯物品尤其是来自中
高风险地区物品进行全面消毒；落实好属地和部门责任，对
重点场所、密闭场所进行消杀，防止病毒滋生蔓延。

强化督查暗访，确保措施落实。在系统内组织专业人
员成立8个督查组，由班子成员带队每半月开展一次疫情
防控督查工作；由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组织人员成立
暗访组，每半月开展一次暗访工作。同时，建好指挥部督查
暗访工作平台，采用“四不两直”方式，加大督查检查力度，
将督查结果形成信息专报，在平台内发布共享，惩教结合，
树立工作权威。

强化信息报送，确保上情下达。一是进一步完善疫情
信息发布和向上级部门报告工作机制，做到实事求是报告、
依法依规报告；二是明确市疾控中心成立疫情信息收集汇
总专班，畅通信息收集、报送渠道；三是依托主流媒体及时
向群众发声，确保群众了解疫情、正确对待疫情。

强化社会宣传，提升全民意识。广泛开展疫情防控社
会宣传，在主流媒体设置健康教育专栏，刊发防控知识，引
导公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编印发放《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公众防护指南》等读本2.6万册、重点场所防控折页5种
5万份、宣传海报3种2.6万张，实现不留死角、全面覆盖。

精准发力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市卫健委立足全市实际，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
脱贫攻坚，稳定脱贫成果，取得良好成效，为全市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了力量，为全市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打下了坚实
的健康基础。

圆满完成贫困人口救治和签约服务。增补确定了30
种大病专项救治定点医院，各县区卫健委对辖区罹患30种
大病的贫困群众开展全面排查并全部实施救治。对全市健
康扶贫管理数据库里的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和经民政部
门核实核准的农村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中，罹患30种重大
疾病的患者进行定点专项救治。5年来，患30种大病的患
者累计需救治2337名，已救治2337名，救治率100%。

实行签约医生定期问诊。将签约服务纳入基层医疗机
构年度考核，优先为贫困人口提供家庭医生“十个一”（一户
一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一户培养一个明白人，一户一
张健康扶贫政策明白卡、一户一本健康教育手册，一户一个
健康扶贫小药箱，一户一个家庭医生联系牌，一人一张贫困
人口就诊卡，一人一张医保卡，一年一次健康体检，一病一
个健康处方）签约履约服务，对持有慢性病证的贫困人口实
行一对一帮扶并指导用药，切实履行家庭医生“健康守门
人”的工作职责，确保贫困人口签约全覆盖，不断提升服务
满意度。市、县专家集中义诊，开展“天使减贫行动”“暖冬
行动”。同时，搭建以互联网为纽带、分级诊疗为核心、实体
医院为支撑的“一体互联”远程医疗系统，让困难群众在基
层可享受高标准医院诊疗服务。

实施“五个一”标准化建设。2019年10月，舞阳县人民
医院通过二级甲等医院评审验收，舞阳县已建成1所县级综

合医院、1所县级中医院、1所县级妇幼保健院；每个乡镇都
有1所标准化卫生院；每个行政村都有1个标准化卫生室，每
个行政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合格乡村医生。持续开展等额
对调式帮扶。三级医院对舞阳县人民医院对口帮扶，共举办
业务讲座220余场，培训医务人员18000余人次，参与各种
会诊及疑难危重病例讨论500余次，大大提高了受援医院医
务人员的理论水平。同时，开展新技术新项目16项，扶持了
骨科和神经内科两个院级重点专科，完善了手术安全核查、
临床路径管理、输血安全等15项医疗制度和技术操作规范，
受援医院整体服务能力有明显提高。截至目前，支援医疗队
共诊疗51480人次，义诊9000余人，教学查房1250余次，手
术示教350余次。

实施贫困人口妇幼健康免费干预项目。截至11月27
日，完成宫颈癌筛查54871人，筛查率100.87%；乳腺癌筛
查54831人，筛查率100.79%；超声筛查11506人，完成率
62.72%；血清学产前筛查12796人，完成率69.76%；新生
儿“两病”筛查18237人，完成率99.42%；免费新生儿听力
筛查17897人，完成率97.56%，年底前可保质保量完成省
定目标任务。

5年来，市卫健委坚持基本医疗保障标准，以有效化解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难题为重点，高质量完成“三个
100%、两个90%”健康扶贫目标任务。目前，全市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因病致贫2161户5289人，慢病签约服务、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均实现全覆盖。2020年，全市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享受门诊重特大疾病待遇 3922 人次、报销金额
1044.66万元，享受门诊慢性病待遇63394人次、报销金额
825.31万元；享受住院待遇23815人次、报销金额8770.91
万元，大病保险报销4068人次、报销金额1034.6万元，大
病补充保险报销7762人次、报销金额263.3万元；接受医疗
救助23017人次，救助金额1521.3万元；县区商业保险报
销445.44万元，报销后自费部分医院减免20%共132.62万
元。县域内就诊率提高到97.9%，报销金额12168.17万
元，报销比例 92.53%，贫困群众住院自付比例降低到
7.47%，个人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贫困人群整体健康水
平得到提高。

下一步，市卫健委将把抗疫所凝聚起的强大正能量转
化为推进“健康漯河”建设的持久动力，深入落实新时代漯
河经济社会发展“四三二一”工作布局，全面推进“四城同
建”城市发展定位，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突出豫中
南区域性医疗中心定位，大力实施名医领名科、名科促名
院、名院引名医“三名联动”战略，加快推进医药体制改革，
全方位干预健康影响因素，全周期维护生命健康，全领域防
控重大疾病，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漯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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