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 月 27 日， 长沙市
口腔医院联合黄泥街社
区在芙蓉区中天广场组
织开展了 2021 年秋季
无偿献血活动， 展现该
院职工乐于助人、 关爱
他人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徐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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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详见 06版

本报综合消息 日前， 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医师资格考试
委员会发布公告称 ， 为统筹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医师资
格考试工作， 2021 年全国医师
资格考试医学综合考试延期至 9
月 18 日至 20 日举行。

根据考试安排， 计算机化考
试的时间分为： 临床类别执业医
师资格考试时间为 9 月 19 日下
午和 20 日上午、 下午； 临床类
别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时间

为 9 月 18 日上午、 下午； 中医
类别 （中医、 中西医结合、 傣医
等执业医师 、 口腔类别执业医
师、 公共卫生类别执业医师资格
的考试时间为 9 月 18 日上午 、
下午和 19 日上午、 下午； 中医
类别 （中医、 中西医结合、 傣医
等） 执业助理医师、 口腔类别执
业助理医师、 公共卫生类别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和乡村全科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时间为 9 月
19 日上午 、 下午 ； 军事医学

（执业医师） 加试时间为 9 月 19
日上午， 军事医学 （执业助理医
师）、 院前急救岗位和儿科专业
加试时间为 9 月 19 日上午。

纸笔考试的时间分为： 中医
类别 （蒙医、 藏医、 维医、 哈萨
克医） 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时间为
9 月 19 日上午、 下午和 20 日上
午、 下午； 中医类别 （蒙医、 藏
医、 维医、 哈萨克医） 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时间为 9 月 19 日
上午、 下午。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 9 月 20 日是第
33 个 “全国爱牙日 ”。 今年宣传主题是
“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 副主题是 “从小
养成刷牙习惯·一生乐享健康生活”。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日前发出宣传
活动的通知要求： 一是积极谋划， 做好宣
传组织动员。 各地要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日宣传活动， 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
氛围。

二是创新形式， 提升宣传影响力。 各
地要将主题日宣传活动与常规科普宣传有效
结合， 注重传播信息的科学性、 针对性和趣
味性， 创新宣传形式， 充分发挥新媒体优
势， 线上线下相结合， 扩大宣传覆盖面。

三是突出重点， 提升宣传实效。 各地
要将儿童口腔科普宣传与国家儿童口腔疾
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有机结合， 在有条件
的地区开展儿童口腔健康知识进幼儿园、
进学校、 进社区等活动， 为儿童提供口腔
健康检查等服务， 促进提升儿童口腔健康
水平。

第 33 个“全国爱牙日”主题

开学啦！ 防疫工作这么做

������本报讯 （记者 李琪） 2025
年湖南省人均预期寿命达 78.60
岁，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力争
每年降低 0.5 个百分点以上、 完
善三孩生育政策的配套措施、 鼓
励公立医院提供 “日间医疗” 等
等。

近日， 湖南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 《健康湖南 “十四五” 建设规
划 》 （以下称 《规划 》）。 《规
划》 明确未来 5—15 年目标： 到
2025 年， 人人享有更优质量的健
康服务和更高水平的健康保障，
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 主要健
康指标持续改善 ； 到 2035 年 ，
高质量建成健康湖南， 卫生健康
事业综合实力和发展质量跻身全
国第一方阵，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0 岁左右， 主要健康指标达到全
国一流水平。

《规划》 特别强调防病先于
治病。 全省将干预健康影响的因

素， 在全省普及健康生活方式，
加强健康科普规范化管理， 建立
健康科普专家库及资源库， 健全
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
明确以下健康影响因素干预项
目：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推广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 培训
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员， 深入开展
“三减三健” （减盐、 减油、 减
糖、 健康口腔、 健康体重、 健康
骨骼）、 适量运动、 控烟限酒和
心理健康等 4 个专项工作。

●湖南省国民营养计划。 推
动营养立法和政策研究， 强化营
养和食品安全监测与评估， 发展
食物营养健康产业以及传统食养
服务， 普及营养健康知识， 实施
生命早期 1000 天营养健康等重
大行动 ， 提高全民营养健康水
平。

●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力争各市 （州） 均有 1 家精神病
医院达到三级精神病医院标准。
鼓励各地将存量一级精神病医院
和以收治精神障碍患者为主的一
级综合医院改造升级为二级精神
病医院。 常住人口超过 30 万的
县 （市） 至少在 1 家县级公立医
院设置有病房的精神科。 在有条
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精神
心理门诊， 每个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至少配备 1 名专职或兼职人
员。

●严重精神障碍管理。 规范
开展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现、 诊
断、 登记和报告， 随访管理与指
导， 居家药物治疗， 应急处置，
精神康复等。

●环境健康危害因素监测。
组织实施城乡饮用水卫生、 农村
环境卫生、 公共场所健康危害因
素 、 空气污染等对人群健康影
响、 人体生物等监测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张春祥） 目前， 湖南
疫情防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向好态势不
断巩固， 但面临的形势仍然复杂严峻， 疫
情输入和反弹的风险依然存在。 近日， 湖
南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发布
《湖南省出行防疫政策措施》， 提醒民众做
好防范。

入境人员方面： 在第一入境点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并在集中隔离
的第 1、 4、 7、 10、 14 天开展常规鼻咽拭
子核酸检测。 对返回居住地的入境入湘人
员， 原则上继续实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至
入境期满 21 天， 并在继续隔离开始的第
二天和最后一天分别对其进行 1 次核酸检
测。 入境入湘人员在完成隔离后， 要继续
实施 7 天的居家健康监测， 外出时须做好
个人防护。

中高风险地区来湘人员方面： 近 14
天以来， 有高风险地区或发生本地社区传
播的中风险地区旅居史者、 确诊病例或无
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 暴露重点人群
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并于第 1、
3、 7、 10、 14 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
次密切接触者至少集中隔离 7 天， 在第 2
天和 7 天各进行一次核酸检测。 近 14 天
以来， 有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旅居史者
实行 7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和 7 天居家健
康监测， 并于第 1、 3、 7、 14 天各进行一
次核酸检测。 近 14 天以来， 有中高风险
地区所在地市旅居史者实行 7 天居家自我
健康监测， 且至少进行两次核酸检测， 其
中相邻两次检测时间间隔不少于 24 小时。

《健康湖南“十四五”建设规划》出炉
2025年全省人均预期寿命达 7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