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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8版

���� 3 月 3 日 ，
永州市江永县松
柏瑶族乡松柏社
区， 县公安局禁
毒大队民警向群
众 讲 解 禁 毒 知
识。 当天， 江永
县公安局、 县禁
毒 办 联 合 开 展
“禁毒 下基层 ”
宣传活动， 让广
大 群 众 远 离 毒
品， 珍爱生命。

田如瑞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全睿） 3 月 3 日， 湖南省药品
监督管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总结了
2021 年工作， 分析了当前药品
安全形势， 部署了 2022 年药品
监管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湖南省药品监管局党组书
记梁毅恒在会上介绍， 2021 年
湖南省坚决守住药品安全底线，
助力全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
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 ，
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好成效 ，
连续 22 年全省未发生源发性、
区域性药品安全事件。 成功创
建省级文明单位、 获评平安建
设先进单位。

2022 年湖南省药品监管工
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

是全力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大局。
抓好疫苗评估、 疫苗质量监管，
加强疫情防控产品质量监管和
“四类药品” 监测。

其次， 严防严管严控药品
安全风险。 深入开展药品安全
专项整治行动， 严格注册、 生
产、 经营使用各环节监管， 加
大案件查办力度。 不久前召开
的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专题部署会
上指出 ， 要按照 “四个最严 ”
要求， 坚持严查违法和严控风
险相结合， 深入开展药品安全
专项整治， 严厉打击药品、 医
疗器械、 化妆品领域违法犯罪
行为， 查办一批大案要案， 惩
处一批违法人员， 移送一批犯
罪案件 ， 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

继续巩固 2021 年农村药品专项
整治成果 ， 提升药品监管能
力， 提高人民群众用药用械用
妆的安全感 、 幸福感和获得
感。

再次， 2022 年湖南省将助
力全省医药产业创新发展。 强
化省药品 （疫苗） 安全暨高质
量发展协调小组机制作用， 深
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支持中
药传承创新发展。 同时， 推进
药品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 大
力贯彻落实 《关于全面加强药
品监管能力建设的若干意见》，
统筹推进高中初级职称评审 ，
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和监管科
学研究， 加强 “智慧药监” 建
设， 健全药物警戒和不良反应
（事件） 监测体系。

���本报综合消息 今年的 《政府工
作报告》 提出，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 并对百姓卫生健康提出明确要
求。

《政府工作报告》 对卫生健康
领域的工作部署包括： 提高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 居民医保和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分
别再提高 30 元和 5 元， 推动基本
医保省级统筹； 推进药品和高值医
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确保生产供

应； 强化药品疫苗质量安全监管；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加强医保
基金监管； 完善跨省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办法， 实现全国医保用药范围
基本统一； 坚持预防为主， 深入推
进健康中国行动； 逐步提高心脑血
管病、 癌症等疾病防治服务保障水
平， 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 健全疾
病预防控制网络， 抓好公共卫生队
伍建设， 提高重大疫情监测预警、
流调溯源和应急处置能力； 深化公

立医院改革； 规范医疗机构收费和
服务， 继续帮扶因疫情遇困的医疗
机构， 补齐妇幼儿科、 精神卫生、
老年医学等服务短板； 支持中医药
振兴发展， 推进中医药综合改革；
着眼推动分级诊疗和优化就医秩
序， 加快建设国家、 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市县延
伸， 提升基层防病治病能力； 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优化城乡养老服
务供给， 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日间照

料、 助餐助洁、 康复护理等服务，
鼓励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 完
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 将 3 岁
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 发展普惠托育服
务， 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提升残疾
预防和康复服务水平； 加强民生兜
底保障和遇困群众救助， 努力做到
应保尽保 、 应助尽助 ； 健全老年
人、 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严格食
品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等。

政府工作报告关注百姓卫生健康事

禁毒下基层
��� 先后 3 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
奖”， 是对普通农妇吴秋娥 “金子般心” 的高
度礼赞， 也是对她每次往返近 140 千米、 近
6 个小时， 24 年坚持无偿献血的致敬。 近日，
趁着休假间隙， 吴秋娥再一次赶到郴州市中
心血站捐献血小板， 这是她用自己的方式，
第 142 次撸起袖子为他人传递生的希望。

吴秋娥今年 58 岁， 家住郴州市宜章县五
都岭村， 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献血牛人”。 说
起为什么参加献血， 吴秋娥说： “我是一个
农民， 没有多大的能力和本事， 但是献血能
救人， 我就想力所能及为社会多做点贡献。”

“142 次献血， 其实也没觉得有多难， 就
是花费点时间。” 正在捐献血小板的吴秋娥说
道。 而她所说的 “花费点时间”， 其实远远不
止如此。 从五都岭村到郴州市中心血站， 来
回将近 140 千米。 每一次捐献， 她都需要清
早 5 点就起床， 乘坐最早的一班大巴， 花费
近 2 个小时赶到郴洲市中心血站机采室。 从
1998 年至今， 她从五都岭村到市区机采室共
142 次、 往返 19880 千米、 耗时 852 小时。

一次次来回奔波、 一沓沓献血证、 一串
串数字， 先后 3次荣获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
金奖”， 无偿献血是吴秋娥 24 年的坚守。 24
年来， 只要血站一个电话， 无论严寒酷暑， 她
都会义无反顾地赶来， 毫不犹豫地伸出手臂，
用自己的鲜血重新点亮他人的生命之灯。

在她的影响下， 该村 10 多位村民坚持无
偿献血。 “都是我们村里的。 除了一两个人
因为年龄没办法再坚持了， 其他人一直都在
献血。” 说起这十余个由她带动起来的无偿献
血 “铁杆粉丝”， 吴秋娥的话语里透着骄傲和
自豪。

“只要身体允许， 我会一直献到 60 岁。”
话语朴实， 温暖而坚定， 彰显着吴秋娥为社
会贡献一己之力的执着。

本报通讯员 曹怡霏陈琼

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专家提醒：想要安度更年期，还需积极干预
“易燃易爆”的更年期不是病 忍忍就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