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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正在加快推进，省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若石
表示，各地要加快推进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切实补齐基
层建设短板，真正把好医生和
先进技术沉下去，把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救治水平提上来，让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
水平医疗服务。

医共体建设将以完善基
本医疗卫生服务为重点，全
面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和服务效率，推进医疗卫
生机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
以县级医疗机构为纽带，向
上与城市三级医院对接，向
下辐射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建立远程会诊、远程心
电、远程影像、检查检验、病
理诊断和消毒供应等中心，
推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和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让信息
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方便群
众就近看病就医。

全省将建立常态化防控机制
全程掌握发热病人健康状况

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实现中医馆全覆盖

4月15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专题第五十二场新闻发布会。疫情新形势下，我省要建
立常态化防控机制，健全及时发现机制，强化发热门诊、药
店管理，落实发热门诊回访，全程掌握发热病人健康状况。
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发布会上，省疫情防控指挥
部办公室副主任、省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首先通报
全省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情况：

4月 14日 0时~24时，我省无
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和死亡病例。截至 4月 14日
24时，我省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
例1273例，累计出院1251例。累

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3例，
均已出院。全省无新增无症状感
染者，4月 14日解除无症状感染
者隔离 4例，尚在医学观察无症
状感染者3例，均为境外输入。

自 1月 21日起，全省已累计
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40149人。4
月 14日解除观察 6人，目前有 29
人正在接受医学观察。

全省无症状感染者“零新增”

阚全程表示，当前疫情防控
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但国际
疫情持续蔓延，防范疫情输入压
力不断加大，我们必须坚持“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策略，做好较长
时间应对疫情的思想准备和工作
准备，坚持常态化防控与应急处

置相结合，精准施策。
下一步，我省要建立常态化防

控机制。健全及时发现机制，加强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相关病例监测
和传染病网络直报，强化发热门
诊、药店管理，落实发热门诊回访，
全程掌握发热病人健康状况。

全程掌握发热病人健康状况

我省要加强重点人群健康管
理，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以及
武汉市来豫返豫人员全部免费
开展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同
时，全省要健全快速处置机制，
深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甄别，
加强患者家庭及其居住小区消

毒；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集中
隔离观察。

我省要健全精准管控机制，
依托“大数据+网格化”，加强确诊
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以
及密切接触人员的追踪管理，坚
决把好防控最后一道关口。

“重点人群”全部开展核酸检测

阚全程表示，全省要严防境
外输入。联防联控，严防死守，把
好源头防控、口岸检疫、境内管控
三道关口，确保从“国门”到“家
门”无缝衔接、闭环管理。各地要
配齐配足定点医院救治资源，将
新增确诊病例中的轻症患者集中
到市级定点医院、重症患者集中

到省级定点医院实施救治，切实
提高救治质量。

全省要严防后期反弹。要做
好防大疫、持久战准备，加快负压
病房、隔离病区建设，保留足够床
位；加强人员培训，保持工作梯
队；备足药品、试剂、防护用品等
物资，确保快速反应、有效应对。

从“国门”到“家门”确保无缝衔接

此次新冠疫情，给全省公共
卫生应急体系提出了新挑战。
阚全程表示，这次疫情防控是一
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暴露出
我省公共卫生体系还存在着短
板和不足，比如，疾病防控体系
不完善，传染病救治体系不健
全，疫情监测报告系统不完善，

应急物资保障供应体系不完
整。下一步，我省将以此为契
机，把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与各项卫生健康工作结合起
来，强弱项、补短板，强基层、建
机制，健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
制，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水平。

健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大病不出县、
疑难重症不出省

按照计划，今后，一方面我省要
完善疾控体系，推进防控网络进学
校、进社区、进企业，关口前移、重心
下沉，努力实现全覆盖、网格化。

另一方面，我省要提高救治能
力，规划依托省、市实力最强的综合
医院建设传染病医院，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设置公共卫生医学中心
（科），打造国家、省、市、县“四级医
疗中心”，实现大病不出县、疑难重
症不出省。

此外，全省要筑牢基层网底，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加强物
资保障。除工信部门、应急管理部
门做好战略储备外，疾控机构、医疗
机构要做好补充储备，确保关键时
刻用得上、能应急。

中医药协同
治疗率达99.1%

此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中医
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省卫生健康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智民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省充分发挥
中医药的独特优势,建立应对新冠
肺炎中西医协同机制，中医药全过程
深度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参与重
症患者会诊率100%，中医药协同治
疗率达99.1%，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进一步发挥中医药优势，下
一步，我省将加大中医药人才培养
力度，着力选拔省级名中医，建设中
医流派传承工作室，启动中医药创
新团队培育计划。同时，我省要建
立中医药参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调机制和
重大传染病防治中西医协同机制。

张智民说，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是今后卫生事业发展
的重要内容，为加快中医药强
省建设，我省将大力促进中
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构建系
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为进
一步完善中医医疗服务网
络，我省将依托省、市、县中
医医院建设省级中医专科诊
疗中心和省级区域中医专科

诊疗中心，实施综合医院和
妇幼保健院中医科标准化建
设，实现乡镇卫生院和城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设
置全覆盖。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中药
产业，我省将建立全省中药资
源数据库和动态监测机制，实
施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培育
中药大品种。

爱国卫生运动源自 20世
纪50年代，是我国防控传染病
的一个传统法宝。省爱卫办
专职副主任王仲阳表示，疫情
新形势下，我省明确提出，要
结合疫情防控工作，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要通过大力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优化健康生
活环境，切实解决空气、土壤、
水污染等影响群众健康的环

境问题，从源头上控制疾病发
生与传播。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
景下，全省各相关部门要按照
职责分工，聚焦重点场所，关注
薄弱环节，推动爱国卫生运动
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
业、进单位、进家庭等，把爱国
卫生工作融入广大群众的日
常工作、生活和自觉行动中。

中医馆设置要实现城乡“全覆盖”

让群众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医疗服务

把爱国卫生运动融入日常生活

发布会现场 郑报全媒体记者 周甬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