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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餐饮卫生监管效率，新郑市卫
生局将现场快速检测设备引入日常监督工
作中。图为卫生监督人员在该市一家饭店
对其使用的食品原料进行现场快速检测。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本报讯（记者 陈扬 李伟彬 通讯员 田
胜利 王炎峰 文/图）新郑市把视点聚焦公共
卫生，把重心下移城乡基层，以“片医负责
制”工作为切入点，以满足城乡居民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需求为目标，规范服务行为，提
升服务能力，为城乡居民健康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撑，推动了该市医疗卫生事业健康
持续发展。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规范六类人群管理

健康档案记录的是一个人从出生到
死亡的整个健康状况的发展变化情况
以及所接受的各项卫生服务的综合信
息，新郑市突出以个人为中心、家庭为
单位、乡镇或社区为范围连续、综合、安
全、方便的服务模式，已为 64 万多名城
乡居民普遍建立了健康档案。

说起健康档案，家住城关乡秦楼村的
赵新治老大爷特别有感触：“一次我去医院
看病，当我报了姓名之后，医生主动告诉我
个人基本信息，包括血压值、血糖值、身高、
体重，平时犯病吃药情况，当时我很惊讶，
原来，我的健康档案记载得很清楚，也省了
不少前期检查的费用。”

新郑市通过建档、随访、体检、接诊、
转诊等服务不断规范、完善重点人群的
管理。目前，全市已纳入居民健康档案
管理 640473 人；其中，0~6 岁儿童入册建
档 56650 人，孕产妇建档 4578 人，65 岁老
年人建档 57914 人，高血压病 30462 人，2
型糖尿病 9326 人，重性精神类疾病健康
管理775人。

推行“片医负责制”
充实人员建立机构

新郑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都按标准成立了公共卫生服务管理中心
（科），并通过招聘、内部协调、业务协同等
方式，按不低于该单位 15%的专业技术人
员充实了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并进行了明确
分工，做到定岗定责、各司其职。同时，在

城乡推行片医制度，成立了 315 个片医小
组，组建了 1000 多人的片医团队，从“治疗
为主”向“预防保健为主”转变。

“俺们这儿每家每户都有‘片医’的联

系卡，如果谁生病了，打个电话，负责我们

的片医就会及时过来为我们诊治，如果病

情较重，还会及时转到上级医院；如果是高

血压、糖尿病还会及时纳入慢性病管理，一

年四次进行免费面对面随访，平时他们还
走门串户给我们送资料，讲解健康知识，定
期开展健康讲座……有他们在身边，我们
感觉健康特别有保障！”新郑市龙王乡二甲
张村的张书伟动情地说。

“片医制度”的推行，不仅有效降低了
居民的就医开支，也为“小病在社区、大病
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新型就医模式提供
了有力支持。

人人享有医疗保障
统筹城乡服务均等

在基本实现城镇医保全覆盖的基础
上，新郑市大力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
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覆盖率100%，对“五保”、低保、重点优抚对
象等困难群众，由市财政全额资助参加医
疗保险，并实施大病救助。

“人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障”这一目标，
在新郑具体量化为“四句话”：“城乡医疗全
保险”、“得病能够及时看”、“健康档案有人
建”、“预防保健有人管”，真正做到“小病不
出村（社区）、大病不出市”。

确立立足 社 区 、面 向 家 庭 、优 质 便
捷 、综 合 服 务 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工 作 方
向 ，坚 持 贴 近 居 民 、惠 及 百 姓 、用 心 服
务、让群众满意的服务理念，新郑市统
筹推进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
生院改造和农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建
立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医疗保
障体系，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在“全面推
进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光
明大道上，新郑正快步前行！

建立居民健康档案 推行片医负责制度 着力改善就医环境

新郑大力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本报讯（记者 刘冬 高凯 通讯员
时保芬 郭伟玲）新郑市把争创全国农
村中医药先进单位列入了“十二五”规
划和今年政府工作要点，在足额、按
时拨付中医事业费的同时，市财政逐
步加大对中医事业的投入，使新郑创
建全国农村中医药先进单位工作真
正做到了思想上重视、组织上落实、
经费上保证、制度上规范，扎实推动
了创建工作的开展。

今年来，新郑市围绕壮大生物医
药产业，积极引进深圳华大集团、北京
远大集团等生物医药企业，大力扶持
天津药业、润弘制药、卓峰制药等企业
发展，着力打造省级生物制药研发生
产基地，为中医药的发展更是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为保障中医中药“进农村、进社
区”惠民工程的实施，新郑市财政累计
拨付171万元用于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综合服务区达标建
设及中医药设备配置，各基层医疗单
位均成立了中医综合服务区，设置了
中医诊室、中医康复治疗室、熏蒸室、
中药房、煎药房，开展中医药预防保
健服务和中医传统养生指导；为全市
299 个村卫生室配备 50 种以上中成
药，发放了中医诊疗设备和康复器
材；为 141 家村卫生室配备了中药柜
和 100 种以上中药饮片，中医及中西
医结合乡村医生占 47.1%，90%以上
的村卫生所能推广使用中医药适宜
技术；在基层医疗单位人员招录中优
先录用中医药人才；坚持开展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医
师中医基本诊疗技能和利用适宜技

术、单验方开展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
通过近年来的建设，新郑基层医疗单位中医

药服务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广大
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针灸、拔罐、热疗
等中医药服务。

前不久，2012年中医中药中国行“进乡村、进社
区、进家庭”新郑市活动顺利结束。丰富多彩的宣传义
诊活动让群众更了解中医药，让中医药更广泛地进入
农村、进入社区、进入家庭，惠及千家万户。

健康幸福，人皆追求。中医药，这一国之瑰宝
的传承创新，为新郑卫生事业跨越发展开创了百花
竞放的新阶段。

“您好，您是陈某的家属吧？
我是新郑市卫生局服务对象电话
满意度回访中心的工作人员。前
段时间您的家属在新郑市人民医
院住院治疗，医生和医护人员的
服务态度你们觉得怎样，有没有
不满意的地方？医疗收费合理
吗？”这是回访中心的工作人员周
然正在对 9 月份的住院患者进行
电话回访。

该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为了进一步夯实全市卫生系统
行风建设取得的成绩，今年新郑市
卫生局成立了“服务对象电话满意
度回访中心”，该中心以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乡镇领导、村两委班子
及住院患者为回访对象，每月按比
例随机抽取服务对象进行电话回
访，回访内容囊括了医疗机构在服
务态度、诊疗技术、便民服务、医德
医风、医疗收费、办事效率和廉洁
行医等方面。

在电话回访的同时，回访中心还
组织工作人员不定期深入医疗机构，
向住院病人发放满意度调查表，现场
征求患者意见建议，针对征求到的意
见和建议，迅速通知责任单位，并制
定整改台账，认真落实整改。

截至目前，该中心共对2362名
服务对象进行了电话回访，共征集

到各类意见和建议 163 条，均进行
了整改。

为确保活动效果，达到“强服务、
重监督、树形象、促和谐”的工作目
的，新郑市卫生局还将各医疗机构满
意度调查的结果作为各单位年终行
风考评的主要参考依据，纳入年终绩
效考核。

通过回访活动的开展，打造了
医患沟通的良好平台，及时了解服
务对象对医院的意见和建议，查摆
了医疗机构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
题，促进了医疗机构的整改提高，提
升了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有效促
进了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卫生卫生动态动态

培训服务人员 促进公共卫生
本报讯（记者 高凯 实习生 韩江华 通讯员 田胜

利）近日，新郑市卫生局举办了为期4天的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培训班。该市12家乡镇卫生院和
4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计196名人员参加此培训。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丰富了各基层医疗卫生单
位专职人员的基本理论知识，强化了基层公共卫生服
务人员的整体素质，提高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完
善了服务模式，规范了服务流程，形成了建立健康档
案的四级质控体系，为辖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
现信息化、动态化、规范化管理打下了坚实基础。

体检走进校园 呵护学生成长
本报讯（记者 赵丹）近日，新郑市新建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抽调 18 名医务人员组成学生健康体检
组，为辖区1758名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该中心在体检过程中还开展了健康知识宣传，倡导
学校及家长加强健康知识教育和健康行为干预，使广大
学生丢掉身上的陋习，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学习方式。

落实基本药物 减少就医负担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通讯员 马新喜）为了进一步

加强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管理，新郑市要求全市
乡村医生认真学习国家政策，转变观念，全面实施基
本药物制度。

新郑市卫生局药政科和各乡镇卫生院定期
或不定期到村卫生室、基本药物配送服务站进行检
查，发现有使用和销售非基本药物的，一律没收；发现
有私自购药、不实行零差率销售、套取基本药物制度
补助的，严厉查处；情节严重的，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确保村卫生室100%使用基本药物、药品100%零差率
销售、药品100%从配送站购进。

“灰色”心理如何释放压力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在不

断加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愈来愈多，事业、家庭以
及孩子的教育问题所造成的压力像空气一样无时无
刻不在挤压着我们。经受不住这种压力，往往会有
失落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灰色”心理。那么我们
如何去应对这些“灰色”心理呢？下面给大家推荐一
些生活中可以轻松减压的方法：

1. 支解法
请你把生活中的压力罗列出来，一、二、三、

四……你一旦写出来以后，就会惊人地发现，只要你
“个个击破”，这些所谓的压力，便可以逐渐化解。

2. 想哭就哭
医学心理学家认为，哭能缓解压力。心理学家

曾给一些成年人测验血压，然后按正常血压和高血
压编成两组，分别询问他们是否哭泣过，结果87%的
血压正常的人都说他们偶尔有过哭泣，而那些高血
压患者却大多数回答说从不流泪。

3. 合适运动
选择一些自己所喜爱、能产生愉悦感的运动，让

身心都得到放松；运动场地应选择安全、空气流通的
地方；饭后、睡前一小时不适宜进行剧烈运动。

4. 养宠物益身心
一项心理学试验显示，当精神紧张的人在观赏

自养的金鱼或热带鱼在鱼缸中姿势优雅地翩翩起舞
时，往往会无意识地进入“宠辱皆忘”的境界，心中的
压力也大为减轻。

5. 充足睡眠
对脑力劳动过大过强的人来说，多时段的休息

是调节过度紧张的有效方法，这已被爱因斯坦等许
多科学家的切身经历所证明。 陈扬 范彩霞 整理

秋季养生贵在养阴防燥。秋
季阳气渐收，阴气生长，故保养体
内阴气成为首要任务，而养阴的
关键在于防燥，这一原则应具体
贯彻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起居养生：秋季应 做 到 早 睡
早起，注意添加衣物，防止因受
凉而伤及肺部。

饮食养生：宜多吃酸性食物，
如苹果、橘子、山楂、猕猴桃等，少
吃辛辣食物，如葱、姜等。银耳、豆
腐、百合、蜂蜜、糯米、粳米、豆芽等
有润肺作用，宜常吃。

莲藕——“荷莲一身宝，秋藕
最补人”。吃些藕，能起到养阴
清热、润燥止渴、清心安神的作
用。同时，莲藕性温，有收缩血

管的功能，多吃可以补肺养血。
鲜藕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对
治疗便秘，促使有害物质排出，
十分有益。

花生——“常吃花生能养生”，
花生有“长寿果”之称。花生仁中
含 蛋 白 质 高 达 26% ，含 脂 肪 达
40%。中医认为，花生可以醒脾和
胃、润肺化痰、滋养调气、清咽止
咳，主治营养不良、食少体弱、燥咳
少痰、咯血、皮肤紫斑、产妇乳少及
大便燥结等病症。

山药——秋季最佳的进 补 食
物 是 山 药 ，不 仅 有“ 神 仙 之 食 ”
的 美 誉 ，还 有“ 食 物 药 ”的 功
效 ，能 有 效 阻 止 血 脂 在 血 管 壁
的沉淀，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延

年益寿的功效。
黄酒——“菊花开，饮黄酒”。

饮黄酒能提高免疫力和抗病力，是
葡萄酒、啤酒无法比拟的。中医认
为，黄酒性热味甘苦，有通经络、行
血脉、温脾胃、润皮肤、散湿气等治
疗作用。

梨子——梨因鲜 嫩 多 汁 ，含
有 85% 的 水 分 ，酸 甜 适 口 ，含
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钙、磷、铁、
碘 等 微 量 元 素 等 ，被 称 为“ 天
然矿泉水”，自古就被尊为“百
果 之 宗 ”。 秋 季 空 气 干 燥 ，水
分 较 少 ，若 能 每 天 坚 持 食 用 一
定 量 的 梨 ，能 缓 解 秋 燥 ，生 津
润肺。

精神养生：保持内心宁静，情

绪乐观，舒畅胸怀，抛开一切烦恼，
避免悲伤情绪，是秋季养肺的一个
好方法。

房事养生：在秋季应注意顺应
自然界收藏的规律，节制房事，蓄
养阴精。

运动养生：秋季是运动锻炼的
大好时机，可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
同的运动项目进行锻炼，如登山、
打太极拳、游泳等，长期坚持可增
强心肺功能。

药物养生：秋季药补的基本原
则应以滋润为主，忌耗散。常用的
药物有西洋参、沙参、芡实、玉竹、
天冬、麦冬、百合、女贞子、胡麻仁、
干地黄等。

边 艳孙阳阳 整理

秋季养生贵养阴

新郑市推行片医负责制以来，广大片医走村入户为百姓建立健康档案，提供贴心
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成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图为新建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片
医上门为居民进行健康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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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动卫生行风建设工作，新郑市卫生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医疗机构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
图为工作人员向住院病人发放满意度调查表，并现场征求患者意见和建议。

建立回访平台 沟通和谐医患
本报记者 边艳李伟彬 文/图

心理健康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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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卫生局
网格化管理 组团式服务
本报讯（记者陈扬高凯通讯员岳志庚）网格化管

理工作开展以来，新郑市卫生局依托卫生职能，坚持
“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全面推行卫生监督地图式
定位责任服务管理工作机制，各项工作扎实开展。

完善体系，组团服务。依托网格化管理，新郑市
卫生局采用卫生院医生包村、乡村医生包户包人的
方式，让片医服务团队，遍布全市所有村组、社区，建
立健全了基层医疗服务体系。

下沉一线，落实监督。结合郑州市卫生局提出的
“卫生监督地图式管理”的要求，新郑市卫生局由卫
生综合执法队总牵头，在全市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成立卫生防保所，落实卫生监督执法人
员下沉分包村、社区工作，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覆盖整个城乡范围的卫生监督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