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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郑旋) 11 月 9 日 ， 湖南
省发改委、 省医保局联合举行
在长部省属医疗机构部分医疗
服务项目价格调整听证会， 就
12 家公立医院 350 个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调整广泛征求意见。

此次价格调整涉及的医疗
机构包括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
学湘雅三医院、 省人民医院、
省儿童医院、 省肿瘤医院、 省
脑科医院、 省妇幼保健院、 省
职业病防治院、 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湖南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以及省中医
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在 350 个医疗服务项目
中， 下调价格 284 个， 主要包
含大型设备检查类、 设备治疗
类、 检验类项目 ;上调价格 66
个 ， 主要包含诊查类 、 护理
类、 低价化验类、 低价治疗类
项目。

湖南省医保局局长王运柏
介绍， 为贯彻落实国家深化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和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 今
年 5 月， 湖南省出台医疗服务
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此次价格
调整根据成本调查和专家意
见， 按照 “总量控制、 结构调
整、 有升有降” 的原则， 通过
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治疗和
检验等价格腾出空间， 重点提
高诊疗、 护理、 注射等体现技
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
优化医疗费用结构， 理顺价格
比价关系， 总体不增加老百姓
看病负担， 不增加医保基金支
付压力。

参加听证会的消费者、 经
营者、 部门及专家代表 15 人
对听证方案总体认可， 部分代
表提出适当降低居民参保缴费
金额、 提高医保报销比例、 提
高医疗服务质量、 控制医疗费
用不合理上涨等建议。

湖南 350 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将调整

������本报讯 （健康报记者 杨金伟） 11
月 8 日， 由柳叶刀倒计时指导、 柳叶
刀倒计时亚洲中心和清华大学地球系
统科学系共同主办的 《中国版柳叶刀
倒 计 时 人 群 健 康 与 气 候 变 化 报 告
（2021）》 发布会以线上方式举行。 结
合今年公众高度关注的极端气候问
题 ， 《报告 》 指出了三大核心信息 ：
气候变化对我国居民的健康威胁正在
不断增加， 如不及时干预， 类似河南
暴雨的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 我国在
应对气候变化健康风险的多个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 但仍有提升空间； 极端
天气的应对， 是每个部门和每个人的
必修课。

《报告》 显示， 在气候变化的健
康威胁方面， 2020 年我国人均热浪暴
露天数比 1986 年至 2005 年的平均天
数增加了 4.51 天， 与热浪相关的死亡
人数增加了约 92%。 2020 年， 我国约
有 14500 人因热浪而过早死亡， 由此
产生的经济成本约 1.76 亿美元； 高温
造成的劳动时间损失约为 315 亿工作

小时数， 相当于全国总工时的 1.3%。
此 外 ， 与 2004 年 至 2007 年 相 比 ，
2016 年至 2019 年我国媒介伊蚊传播
登革热的能力增加了 25.4%。 我国洪
水事件的发生频率和强度持续增加 ，
虽然我国应急反应能力的提升使洪水
受灾人数呈减少趋势 ， 但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极端降雨事件有可能逆转这
一势头。

《报告》 指出， 在应对气候变化带
来的健康风险方面， 2020 年， 我国地
方层面的适应规划和评估、 城市绿地增
长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指标都取得了
进展。 但是， 我国还没有出台国家级气
候健康适应计划， 大多数省份还未就气
候造成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 也未制定
适应规划， 气象部门在公共卫生决策中
的参与有限。 在减缓工作方面， 我国清
洁能源规模扩大， 能源系统的碳强度稳
步下降。 然而， 在我国多数城市 PM2.5
年平均浓度仍然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10 微克/立方米）， 碳排放控制面临巨
大压力。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恒娇） 随着
“双十一” 购物季的到来， 快递站快递
量迅猛增加。 11 月 6 日， 湖南省疾控
中心发布健康提醒， 广大民众在疫情
防控期间不要从境外疫情高风险国家
邮购商品至国内， 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传播风险。

专家提醒， 邮政快递从业人员要
严格执行戴口罩 、 勤洗手 、 测体温 、
不聚集、 一米线等防疫措施。 快递员
在揽收 、 投递快件以及装运过程中 ，
须全程佩戴口罩、 手套， 尽量与寄件
人和收件人保持距离， 避免直接的身
体接触； 充分应用智能快件箱等无接
触设施投递快件。 负责入境邮递物品
分拣的工作人员应全程戴颗粒物防护
口罩和一次性手套。

邮政快递企业要对来自有疫情发生
地区的快递包裹开展预防性消毒； 建立
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制度， 对于直接与境
外人员、 国际邮件快件接触的一线作业
人员， 以及其他高风险岗位人员实行备
案管理， 工作岗位相对固定， 避免与国
内邮件快件作业人员交叉作业。

同时， 做好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
测。 快递从业人员应定期开展核酸检
测， 对高风险岗位人员全部纳入核酸
检测范围， 并按地方防疫要求提高检
测频次 ， 做到及早发现隐患 。 此外 ，
快递从业人员是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
人群， 需做到应接尽接， 并做好加强
免疫接种。 接种疫苗后仍需注意个人
防护。

省疾控专家表示， 根据目前对新
冠病毒的认识， 其主要传播途径是经
呼吸道飞沫和密接接触传播。 一般情
况下， 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被新冠
病毒污染的概率较低。 只要合理、 安
全地收取快递， 就可以极大降低被感
染的风险。

省疾控专家建议， 取件前， 需戴
好口罩， 并可佩戴一次性手套。 取件
时， 与快递员保持 1 米社交距离， 减
少交谈、 身体直接接触， 首选快递柜
取件， 避免正面交流。 取件期间不要
用手触碰眼、 口、 鼻。 取件后， 用酒
精喷洒包装， 处理完包裹以后要洗手。
此外， 尽量不将快递外包装带回家。 ��������尹晖明， 湖南省中医院西医外科大主任、 普通外科及

结直肠外科微创中心主任， 普通外科主任医师、 硕士研究生
导师， 中国研究型医院协会肠内外营养委员会常务委员， 湖
南省疝与腹壁外科学组副组长， 湖南省内镜与微创中医全程
管理委员会副组长等。

对居民健康威胁不断增加

尹晖明
外科专家湖湘 医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引进博士专家侧记
“八仙过海”济苍生

》 》》详见今日本报 03版《不知疲倦的“刀锋战士”》

气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