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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旅游进入山林，谨防
蜱虫叮咬

疾控专家表示，手足口
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感染
引起的一种儿童常见传染
病，5岁及以下儿童多发，临
床症状以手、足、口等出现疱
疹为主，多伴有高热。手足
口病可经空气飞沫，直接或
间接接触病人唾液、疱疹液、
粪便及污染的器具感染，易
在集体场所暴发。预防手足
口病，不在未经消毒处理的
游泳池中游泳或玩耍。手足
口病流行期间，尽量避免带
孩子参加集体活动。

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
合征是由新型布尼亚病毒引
起的新发传染病，主要通过
携带病毒的蜱虫叮咬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目前尚无有
效的疫苗预防。临床表现为
不明原因发热、血小板减少、
乏力、恶心、呕吐等，重症患
者可出现持续高热。正值暑
假，群众外出游玩增多，进入
草地、树林等环境中要注意
个人防护，谨防蜱虫叮咬。

疟疾是疟原虫经按蚊
叮咬传播的传染病，临床特
点为间歇性定时发作的寒
战、高热，继以大汗而缓解，
常有脾大与贫血。假期出入
境人员数量增多，在疟疾流
行地区生活或旅游的人群要
注意防蚊及预防性服药。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人数逐渐减少，保持小幅
波动状态，但老人、儿童、基
础疾病患者等免疫力较低
的人群在日常活动中仍需
注意防护。

预防热射病，要避免在高温
环境下长时间工作

夏季温度高，细菌生长
和繁殖加快，食物易腐烂变
质，再加上群众外出就餐增
多，食物中毒进入高发季。
食物中毒后，出现恶心、呕
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日
常生活中要注意食品加工
环境清洁，保持良好的个人
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

近期，多地连续发布高
温预警，持续的高温环境会
导致人体体温调节障碍，
水、电解质平衡失调，心血
管和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
乱，出现头晕、乏力、大汗、
口渴、体温升高等症状，严
重者可引发热射病。高温
下长时间作业和户外活动
都可能引发中暑。预防热
射病，要避免在高温环境下
长时间工作。户外旅游和
锻炼时要尽量在阴凉处活
动。体质较差和对热不耐
受的人群应尽可能避免在
高温天气下外出。

高温天气时注意饮食
清淡、及时补水。喝水时
少量多次，不要过多饮用
冰水和含糖饮料。出现中
暑症状时要及时转移到阴
凉通风处，用冰袋、凉毛巾
等冰敷加快降温，适量补充
淡盐水。症状严重时立即
拨打120。

专家特别提醒，暑假来
临，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进入
高发时期，要特别注意防
范溺水、道路交通伤害、
跌落、中毒、烧烫伤等意
外伤害事件。

为提升全市中医药服
务质量，市级中医医院规范
提供中医药综合服务；完善
中医特色专科和临床、医技

科室的服务功能，提高
中医优势病种的诊疗
能力和综合服务能力；

中医药诊

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比
例在60%以上。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中医
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的
比例在35%以上。鼓励市
级中医医院对口帮扶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组建医联
体，助力分级诊疗。市级

中医医院专家服务培训和
指导基层家庭医生团队，
向居民提供优质的中医药
服务。鼓励有条件并符合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要求的
中医诊所，组成团队规范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
按规定收取费用。

鼓励市级中医医院对口帮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郑州“真金白银”助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乡镇卫生院要100%设置中医馆
中医药诊疗人次比例要超60%

记者昨日从市卫健委获悉，市政府印发《郑州市全
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市（县）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多
部门联合协作，加速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推进
健康郑州建设。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

省疾控中心发布健康风险提示：
夏季重点预防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

暑期旅游谨防蜱虫叮咬

7月全省进入盛夏，气温高，并时常伴有强降雨，天
气以潮湿炎热为主，加大了多种传染病的发生风险。昨
日，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7月健康风险提示，居民本月
需重点关注手足口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猴痘、食物中毒和高温中暑。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王红

《方案》明确，通过积
极开展全国基层中医药
示范市（县）创建工作，我
市要建立健全中医药服
务网络，强化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中医药服务能力
建设，形成一支具有较高
素质的专业队伍，全面提

高基层中医药服务水平。
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

量发展，优质人才是基础。
按照计划，全市要建立中医
药工作跨部门协调机制，做
好中医药发展规划、标准制
定和质量管理等工作。我
市要制定支持引进和培养

中医药高端人才的政策，对
长期服务基层的中医医师
职称晋升有倾斜政策。建
立中医师承培养制度，与职
称评审、评优评先等挂钩。
完善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薪
酬制度。鼓励退休中医医
师到基层服务。

我市将加大财政支
持力度，设立中医药财政
专项资金。建立持续稳
定的中医药发展多元投
入机制。加大中医药发
展投资力度，保障本区域
中医药医疗机构的立项、

建设和政府投入，改善市
中医医院办院条件，扩大
优质服务供给。

我市将完善医疗保
障支持中医药发展政
策。建立以临床价值和
技术劳务价值为主要依

据的中医医疗服务技术
评估体系，定期调整优化
中医药服务项目及价格
服务。组织制定适宜的
中医药诊疗支付方式，推
动市级医保对中医药服
务的优惠价格。

“真金白银”设立中医药财政专项资金

中医药产业的发展
需要全产业链条综合提
升。全市将推进中医药
科普教育，在市内开设中
医药职业教育课程，为全
市乡村培养用得上、留得
住的中医药人员或能中

会西的乡村医生。支持
院内中药制剂发展，制定
推广使用标准，并进行质
量监管。支持基层开展
自种、自采、自用中药材，
并制定相关标准进行规
范的质量管理。

鼓励有条件的区（县、
市）开展中药材基地建设，
选择与当地条件相适应的
中药材进行生态化规范化
种植。发展药材深加工等
产业，深入实施中药材产
业乡村振兴行动。

支持基层开展自种、自采、自用中药材

郑州市将把中医医疗
机构建设纳入全市医疗机
构设置规划，扶持有中医
药特点和优势的医疗机构
发展。市级中医医院达到
三级甲等标准。政府举办
的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
构和有条件的专科医院设

置中医科室。
全市所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乡镇卫生院100%
规范设置中医科（中医
馆）、中药房，配备中医诊
疗设备。加强市、县级中医
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信息化建设。县级中医

医院电子病历达4级水平，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
全部接入中医馆健康信息
平台。各区（县、市）中医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站以及村卫生室合理配
备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

市级中医医院达到三级甲等标准

中医医师长期服务基层职称晋升可“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