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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高宏宇 校对 司建伟 市卫健委篇市卫健委篇之

聚焦“急难愁盼”问题 用情办好事办实事
——市卫健委“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综述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可享受院士免费
就诊服务！”日前，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北部院区门诊大厅内，前来就诊的辖区居
民张大爷激动地说。

当日，该院牵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兰娟、郑树森等50余名国内知名专家在

这里举行大型义诊、院士坐诊、会诊等
健康服务。

这是我市卫健系统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的一个生动缩影。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市卫健委认真落实党中
央决策部署，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

照现实、推动工作相结合，聚焦健康、担当
作为，盯紧“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以实实在在的
成效让群众分享医疗卫生高质量发展成
果，人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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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力军”，疫情防控无疑是卫健系
统各项任务的重中之重，也是彰显初心使命
的首要惠民实事。

2021 年 7 月 30 日疫情暴发后，市卫健
委党组第一时间成立临时党总支 4个、临时
党支部 52 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 27 家单
位、9212名党员，全力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之
中，用实际行动诠释“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去”，
切实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
健康的生动实践。

为做好流调溯源工作，全市组建市、县
两级流调队伍，累计排查密切接触者 5051
人，次密 22647人，全部第一时间落实管控，
无 1例病例溢出省外。同时，累计接收协查
函 1491 件，排查 33033 人，涉及我市 3340
人；累计向外地发送协查函 1365 件，涉及
5833人。

为 圈 住 封 死 扑 灭 疫 情 ，疫 情 防 控 期
间，全市先后进行 5 轮全员核酸检测和 5
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2021 年 11 月，我
市出现多点散发疫情，第一时间激活联防
联控应急体系，科学划定管控区域、实体
化开展流调溯源，重点人群每日“滚动式”
核 酸 检 疫 、8 区（市）3 轮 次 全 员 核 酸 检
测。今年 1 月疫情发生后，全市更是通过
多轮次、滚动式全员核酸检测，实现起底
捞干。截至 1 月 15 日，组织开展了 7 轮全
员、10 轮重点人群核酸检测，筛查 6875.5
万余人次。

为了更好救治确诊患者，统筹调配全市
医疗资源，“2021 年 7月 30 日疫情暴发后，
我市 36小时完成了市一院港区医院紧急改
造，集中救治全省新冠肺炎患者；疏散安置
市六院患者到 4家医院进行隔离治疗，将郑
州岐伯山医院改造为康复医院，形成救治、

安置及康复“1+4+1”一体化医疗服务保障
格局。

抽调省市 2800 余名医务人员组成 13
个团队整建接管医疗救治工作，6 名国家
级、省级专家巡回指导，全面提高救治率，
降低病亡率。同时，检查医疗机构 349 家，
开展感控培训，尽最大努力消除院感风险。

组建市六院工作专班，积极推动市六
院快速复诊。开通市六院互联网医院和临
时透析点，为传染病患者不间断服务。开
展线上“抗疫大讲堂”，设立关心关爱服务
热线，做好健康教育。自 2021 年 7月 30日
郑州出现首例病例，通过扎实稳妥有序的
工作，8天后隔离点外无新增病例，16天后
实现病例零增长，实现了一个周期内控制
住疫情，再一个周期全面解封，努力以最短
时间、最小范围、最低成本控制聚集性疫
情，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非必要娱乐场所暂停营业，餐饮场所暂
停堂食，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启动
全员多轮滚动核酸检测……寒冬逆行，白衣
执甲再出征！面对今年新一轮疫情反扑，我
市更是在圈住、封死、捞干、捞净上下足功
夫，在流调溯源、核酸检测、隔离管控、医疗
救治、服务保障等多领域全面发力，精准抗
疫，千方百计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

1月11日召开的“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第29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显示：自1月4日
上午开始至1月10日，经过连续6轮高密度筛
查后，在全员核酸筛查中，除封控区、管控区
外，全市社会面已连续3次阳性病例零报告。

1月 15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有关专家表示，郑州本轮疫情新
增病例数呈持续下降态势，疫情出现好转迹
象，续发传播风险逐步降低。

更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疫情防控期间，
“郑好办”APP紧急上线“孕产妇绿色通道”
和“看病就医一件事”，向市民群众提供便捷
的线上问医就诊服务。为高效率、高质量完
成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我市开展“敲门行动+
上门服务”，让核酸检测有速度，更有温度，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疫情防控 大考彰显初心使命

防汛救灾 以生命去拯救生命

在2021年 7月特大暴雨中，全市卫健系
统广大党员干部更是不畏风险、冲锋在前，“以
生命拯救生命”，彰显白衣天使的担当作为。

汛情期间，市卫健委第一时间启动应急
预案，成立领导小组，及时下发《关于在防汛
救灾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主心骨作用的通知》。

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党总支第一时间
召开专题会议，积极开展汛期安全隐患排
查，做好人员和车辆涉水安全防护。全体干

部职工24小时坚守一线。
暴雨来袭，全市 171 台救护车中有 118

台因发动机进水等原因“趴窝”，有的抛锚
在路上，有的深陷在积水中。面对前所未有
的困难，120 指挥调度员不眠不休、神经紧
绷 30小时守护“生命线”，共派救护车 2614
车 次、救 治 人 员 1716 人 ，市 属 医 院 接 诊
47732人。

这 些 数 字 的 背 后 ，是 广 大 医 护 人 员
日 夜 奋 战 的 忙 碌 身 影 。 面 对 积 水 中 漏

电、坑陷、激流等艰难险阻，他们毅然冒
着瓢泼大雨，在齐腰的积水中或背或抱
或 抬 患 者 ；小 区 电 梯 断 电 ，他 们 就 带 着
医 疗 设 备、抬 着 患 者 ，徒 步 上 下 20 多 层
救治患者。

在灾后恢复重建时期，市卫健委党组贯
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理念，树牢全市“一盘棋”思
想，切实把灾后恢复重建和疫情防控作为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重大政治责任，扛牢职责使
命，勇于担当作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

——将市一院港区医院灾后重建及
综合提升、疫情防控综合提升两项工作列
入市级党政领导干部领办灾后重建民生
实事。

——对受灾的放射诊疗设备和场所进
行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全市共有 16 家放
射诊疗机构因灾不同程度受损。设备直接
受损 30台，其中报废 14台、未修复 4台、已
修复 12 台，已修复的均已完成检测，检测
结果合格目前已投入使用；组织因灾不能
开诊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尽快恢复医疗秩
序，截至目前，所有社区服务中心均已恢复
医疗秩序。

——全市组织 5738支消杀队伍做好环
境消杀，加强自来水水质监测，开展病媒生
物防制，全面开展防疫科普宣传工作，提高
群众防病意识。

——全市卫健系统广大党员干部志愿
者，积极参加京广路陇海路隧道、周边社区
志愿服务，并累计捐款255万余元。

疫苗接种 加快建立免疫屏障

聚焦重点 用情办好民生实事

为群众办实事，关键要突出一个“实”字。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市卫健

委聚焦群众不得病、少得病、缓得病，看得上病、
看得好病、看病更舒心，聚焦公卫安全、医疗高
地等八大发展战略，着力办好七类148项惠民便
民实事。

聚焦重点人群，着力办好各项免费省市民
生实事。截至目前，全市完成宫颈癌检查60540
人 ，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21.08% ；乳 腺 癌 检 查
61284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22.6%；肺癌早期筛

查完成 50025例，任务完成率 100.05%；产前血
清学标本检测、超声筛查、新生儿听力初筛、“两
病”、35种遗传代谢病、耳聋基因筛查、脑卒中初
筛均已超额完成任务。

老人、儿童健康，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我市
大力推进社区“一老一幼”配套服务设施完善提
升，率先推进医疗系统托育机构建设试点。在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养老、安宁疗护床位；启
动开设家庭病床工作，对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签
约服务包，对慢性病、失能半失能、失智半失智

老人和有需求的老人，每周巡诊 1次，并提供上
门换药等服务，推动实现居家社区健康养老。
目前，全市共建成养老托老床位 3600 多张，超
额完成任务。

着力构建婴幼儿照护友好的社会环境，开
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问卷调查系列调研”，试点
开展市属公立医院普惠托育机构建设工作，大
力推进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目前，全市已
配置母婴室的公共场所 315个，配置母婴室451
（含 17个移动母婴室）个，符合条件的公共场所
母婴室覆盖率达到100%。

为预防青少年近视，市二院组织眼科专家
到20余所中小学常态化开展青少年近视防控筛
查，累计为两万余人次在校学生进行视力健康

筛查和近视危险因素调查。目前，全市 15个区

县（市）中小学校医已配备到位。

扎实做好计生特殊家庭“三个全覆盖”，解

决实际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困难。为失独和

子女三级以上伤病残对象购买住院护理补贴保

险，优先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通医疗服务

绿色通道等。

全市卫健系统深化爱心慈善救助，惠及更

多困难群众。市三院“医疗慈善救助基金”救助

各类癌症困难病人；郑州人民医院“郑医·生命

之光”慈善基金累计投入 1000 余万元，其中肺

结节筛查两万余例；市六院设立“肝胆相照 呼吸

与共”慈善救助基金等项目；市七院积极开展

“心脏病患者救助项目”；市八院开展贫困精神

病人救助活动；市妇幼保健院通过设立“妇幼健

康”慈善基金等。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实践活动中，全市

卫健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着力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的卫生健康问题，从患者最现实的需求出

发，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来的就

医变化和实效。

资源扩容 家门口“看得好病”

“能在郑州挂上北京专家的号，真是
太高兴了！”日前，在郑州儿童医院外科
诊室，市民张先生说，他的孩子患神经母
细胞瘤，此前专门来回奔波去北京看
病。后来得知北京儿童医院肿瘤专家来
郑坐诊，他赶忙预约挂上了号。

2020 年 11 月 30 日，郑州儿童医院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正式揭牌成立，9名
重点学科的北京专家将常驻郑州担任

“特聘主任”。
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让群

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我市
大力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2021 年 7 月，市中心医院消化、郑
州人民医院神经疾病、市七院心血管、
市六院传染病、市二院眼科、市一院烧
伤、市妇幼保健院妇产获批建设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

目前，我市专科诊疗中心诊疗服务
能力明显提升，影响力覆盖全省乃至中
部省份。儿童医院、市六院、市七院、市
骨科医院等单位的域外患者就诊量占比
超过 50%，市九院老年医疗康复服务模

式国内领先，郑州儿童医院被确定为国
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创建主体单位和河
南省儿科医学中心，郑州市中心医院被
明确为河南省创伤医学中心协同单位，
郑州人民医院被省政府明确为国家器官
移植区域医疗中心协同创建单位。

对于我市广大偏远乡镇村民来说，
在家门口“看好病”也成为现实。

2021年 3 月 5 日，市中心医院医联
体中牟分中心成立，中牟县人民医院总
医院、中牟县雁鸣湖镇中心卫生院正式
成为该院医联体成员单位。至此，该院
医联体单位达73家。

为改善县域内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
平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差现
象，我市以建立医联体、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为契机，对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资源进
行优化整合，积极探索让群众“看好病、
少花钱、少生病、更健康”的新型卫生健
康服务模式，构建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

目前，全市组建医联体 24 家，建设
20 个远程诊疗中心，覆盖各基层单位，

开展远程诊疗 90余万例；组建 7个县域
医共体，覆盖 71 家基层医疗机构，累计

开 展 远 程 诊 疗 18.8 万 例 ，双 向 转 诊
16573人次。

宽敞明亮的就诊大厅，功能明晰的
诊查科室，统一配备的全新设备，井然有
序的就诊群众……走进郑州市新建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令人深切感受到焕然
一新的面貌和优质服务能力。

“有业务用房、有人员编制岗位、有
设施设备、有经费保障。”按照我市启动
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

“四有”要求，全市将通过新建、改制改
造，新增政府主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00
家，让居民切实感受到送到家门口的优
质便捷医疗服务。

目前，全市已建设完成 91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新增业务用房面积 4.6万平
方米、新增床位500余张；核编核岗4098
个，新增人员 2000 余名；新增设备 142
台；各区县（市）投入建设经费 5.56亿元、
拨付运营保障经费 1.45 亿元，市财政拟
给予每家 300 万元奖补，目前首批奖补
资金已按 150 万元标准拨付到位，有效
破解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政府主导占比
低、基础设施薄弱、人才资金不足等发展
难题。

据介绍，今年 38家政府主导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建设按照“四有”标准已完成
34家；完成农村卫生室非公有产权改造
135个，超额完成全市计划的117个。

全面推进健康郑州 18个专项行动；
深化健康管理，三级健康管理体系构建
完成并运行，“三个一”健康小屋77个，新
命名市级健康细胞220个、无烟单位604
个、无烟党政机关 348 个，健康社区、健
康学校覆盖率提升20%以上。

组织健康大讲堂 2934场，惠及群众
246124人；市内五区老旧小区设置健康
教育专栏 1966个；线上推送健康信息总
受众人数 900 余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督导检 116次，督导样本点 11903个，发
现问题4020处。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目前，全市卫
生健康系统“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取得了一定成果。今后，市卫健委将持
续从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汲取宝贵启
示，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进一步强化为民健康服务意识，切实把
学习成果转化为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的具体行动，高质量完成年度卫生健康
重点工作和“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全

面推进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再塑郑州卫生健康事业辉煌，努力为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两化”“五强”战略

新格局提供强有力健康保障。
本报记者 汪辉 丁友明
通讯员 周二彬 文/图

健全体系 全面提升基层水平

使用手机，就能直接享受智能导诊、
挂号、线上咨询、在线检查预约、一键急
救等服务，真正实现了一部手机即可走
遍医院。

2021 年 5 月 11 日，我市首家互联
网医院——市中心医院互联网医院正
式揭牌，让患者点点手指就能体验专
家诊疗服务。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
市卫健委不断优化政务服务改革提升效
能，切实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遇到的难点
问题。

持续深化“一网通办、一次办成”改
革，市卫健委 133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
实现“一网通办”，网上可办率100%。

全面推行医师、护士电子证照生成，
电子证件“手机亮照”，实现“刷脸”办，为
全市近13万医护人员注册变更提供更加
便利的条件。

针对看病痛点，市中心医院的惠民

便民服务十大举措紧扣老百姓就医需
求，以“十大服务举措”为抓手，通过“先
就诊后付费”信用就医等一系列举措改
善群众就医体验。市中医院“凌霄花”医
务社工队为门诊患者、住院患者及临床
科室提供导诊、陪检、陪护等志愿服务。

聚焦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市级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打造便民应用、推进
智慧管理三个方面协同发展，整合预
约挂号平台，拓宽预约挂号渠道，积极
推行了“就医一卡通”、诊间支付、床旁
结算、智能化家庭医生签约等多项便
民服务，提升患者的就医体验。

为满足患者多元化就诊需求，全
市卫健系统增加跑道式管理，打造舒
适 化 日 间 医 疗 ，针 对 上 班 族、学 生 及
特 殊 需 求 人 群 ，推 行 周 末 和 假 日 手
术，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完成日间
治 疗 ，方 便 群 众 错 峰 就 医 ，增 加 群 众
的满意感。

效能提升 让群众看病更舒心

为了完成全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新冠
病毒疫苗集中接种行动，我市分批有序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力争实现符合条件
人群“应接尽接、应接早接”，尽快建立全民免
疫屏障。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市卫健委党组号召
全市党员干部带头接种疫苗，广大医务工作
者“戴着党徽上岗”“扛着党旗驻点”，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

自 2020 年 12月启动接种工作开始，全
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历经四个批次有序推
进。第一批，在全省率先启动重点人群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第二批，全市全面开展
新冠病毒疫苗大规模接种工作。第三批，将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年龄扩大至 12~17 岁。
第四批，开展重点人群加强免疫工作和接种
年龄扩大至3~11岁。

目前，全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完成
目标任务，截至 1月 16日 24时，全市新冠病
毒疫苗累计接种2625.83万剂次，其中第1剂
1168.02万剂次，第 2剂 1115.68万剂次，第 3
剂 55.68万剂次，加强针 286.45万剂次，加强
针接种率53.89％。3~11岁人群累计接种第
2剂 139.88万剂次，接种率91.45%。60岁以
上老年人累计接种第 1剂 126.98万剂次，接
种率78.50%。5家疾控中心基本完成标准化
建设，4家疾控中心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