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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璐） 12 月 17 日至 18 日，
湖南省报业协会 2021 年年会暨 “美丽湖南·郴州
行” 采访活动在郴州启动。 来自全省 30 余家媒
体百余名新闻工作者齐聚一堂， 共商报业创新融
合发展大计。 本次年会由湖南省报业协会、 郴州
市委宣传部主办， 郴州日报社、 北湖区委、 北湖
区人民政府承办。 年会以 “守正创新、 融合发
展” 为主题， 进行媒体深度融合交流， 会议同期
揭晓多个报业奖项， 大众卫生报多部作品及个人
获奖。

本次年会揭晓了首届 “湖南报业重大题材报
道创新奖”、 首届 “湖南十佳报业工作者” 等系
列奖项。 其中本报记者王璐作品 《一觉醒来， 健
康码 “黄了”， 收下这份黄码队抗疫指南》 获评
首届 “湖南报业重大题材报道创新奖” 提名奖；
本报经营中心主任刘琼荣获首届 “湖南优秀报
业工作者” 称号； 本报记者王璐、 袁小玉、 陈艳
阳作品 《伟人故里·大美湘潭》 荣获 “美丽湖南·
湘潭行” 影像大赛摄影好作品奖二等奖； 本报记
者汤江峰作品 《修建韶山灌区的 “活愚公” ———
当年修渠人赵咏秋回访记》 《“新闻老兵” 再上
抗疫新战场》 分别荣获 “百年风华·红色潇湘”
征文活动二等奖、 三等奖。

�� �本报综合消息 国家卫生
健康委新闻发言人米锋在 12
月 18 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元
旦春节临近， 冬春季疫情防控
要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
着力在科学精准上下功夫。 要
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 分区施
策， 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同时，
保障人员安全、 有序流动， 坚
决防止简单化 、 “一刀切 ”
“层层加码”， 最大限度减少对
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对于是否要 “就地过年”，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
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

年在发布会上表示， 春节期间
是不是就地过年的问题要基于
风险研判 ， 全国不能 “一刀
切”， 要分类、 分区考虑。

一是要分类指导： 对于重
点区域、 重点人群要严格执行
现行的管控政策， 不能因为春
节而改变防控措施； 高危人群
如老年人、 慢性病患者、 孕妇
等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游与
聚集； 其他人员若出行， 尽量
做好防护， 切实履行自己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二是要分区施策： 中、 高
风险地区 （如口岸边境、 执行
重大活动的地区等） 可以采取

较严格的措施； 其他地区应该
做好风险评估， 综合考虑风险
等级、 个人免疫状态、 疫情形
势等提出有力度、 有温度的政
策， 不能 “一刀切”， 体现精
准防控的要求。

精准平衡疫情防控与春节
团聚的关系 ， 是对各级政府
治理能力的一次考验 ， 应做
好风险评估， 发挥专家作用。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 各地不
仅要考虑输入疫情的风险 ，
也要考虑疫情输出风险 ， 应
做好相关预案 。 此外 ， 应给
公众提供明确的春运出行信
息参考指引。

本综合消息 近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
发改委、 财政部等 17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 《国家
职业病防治规划 （2021—2025 年 ） 》 ， 提出到
2025 年， 职业健康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职业病
危害状况明显好转， 工作场所劳动条件显著改
善， 劳动用工和劳动工时管理进一步规范， 尘肺
病等重点职业病得到有效控制， 职业健康服务能
力和保障水平不断提升， 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显
著增强， 劳动者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规划》 对上述目标进行了量化， 提出 11
项主要指标。 比如， 到 2025 年尘肺病患者集中
乡镇康复服务覆盖率要达到 90%以上， 省级须设
立职业病防治院所， 设区的市至少确定 1 家公立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病诊断工作， 县区至少确
定 1 家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承担职业健康检查工
作。

《规划》 明确了 8 个方面的工作任务： 一是
深化源头预防， 改善工作场所劳动条件； 二是严
格监管执法， 提高职业健康监管效率； 三是强化
救治措施， 提升职业病患者保障水平； 四是推动
健康企业建设， 提升职业人群健康水平； 五是加
强人才培养， 强化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六是推动
科技创新， 引领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 七是推进
信息化建设， 提升职业健康管理效能； 八是加强
宣教培训， 增强全社会职业健康意识。

��� 本报讯 (通讯员 章寒 )
“没有想到家门口看病这么方
便， 效果这么好； 没有想到现
在医疗信息技术这么发达， 省
了不少医药费。” 12 月 17 日，
家住湘潭湘乡市棋梓镇小罗村
12 组的万大爷高兴地说。

万大爷今年 69 岁了， 前
段时间不慎摔伤被送到棋梓中
心卫生院进行诊治 ， 经 X 光
照片检查发现多处骨折。 该卫
生院医生立即通过医共体内的
远程影像诊断系统与牵头医院
湘乡市人民医院联系请求技术

指导。 经过湘乡市人民医院专
家准确分析确定病情， 万大爷
就近选择在家门口的棋梓中心
卫生院住院治疗。 经过一个多
月的精心治疗， 万大爷很快康
复出院， 医保报销后仅仅花了
1000 多元医药费。

这不过是一个缩影。 自湘
乡市成为国家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的试点县市以来， 全市
组建了以湘乡市人民医院、 市
中医医院和市二人民医院为龙
头的三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医共体内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远

程心电诊断中心、 远程影像诊
断中心， 同时开通了双向转诊
的绿色通道， 极大地方便了边
远乡镇的广大群众看医就诊。

“近年来， 湘乡积极推进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通过组
建县域紧密医共体， 加快医共体
内远程心电、 影像诊断中心信息
化建设工作， 打通基层医疗服务
‘痛点’， 基本解决了基层老百姓
看病 ‘急’ ‘难’ 问题， 让广大
人民群众实实在在享受到医改
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湘乡市卫
生健康局局长罗思聪说。

12月 15日， 郴州资兴市健康大讲堂婴幼儿健康知识讲座专场活动在秀流托育中心启动， 30余名
家长来到现场聆听学习。 此次活动为期 9天， 将通过开展一系列主题讲座， 向家长们宣传普及科学育
儿知识和技能。 图为活动当天专业老师正在带领家长们做律动操。 朱孝荣 李科 摄影报道

是否“就地过年” 不能“一刀切”

打通患者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要求———

普及科学育儿知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先了解这些知识
冬奥在即 开展冰雪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