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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让定 向纯 戴宁） “医
术精湛、 医德高尚、 医风端正、 悉心治疗”。
10 月 8 日一大早，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
族中医院皮肤科收到了一封精心制作的感谢
信， 患者高先生用真挚的语言表达了浓浓的感
谢之情， 对该科室医师精湛的医术和优质的服
务给予了高度赞誉。

9 月底， 高先生全身出现红斑风团伴剧烈
瘙痒， 同时有胸闷、 后背疼痛等不适症状， 在
其他医院就诊时被诊断为急性荨麻疹。

“我不想使用激素治疗， 听朋友说中医院
中医药治疗方法效果不错， 我就过来看看。”
谈起入院治疗时的场景 ， 高先生颇有感触 ，
“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 医生护士暖心的话语，
温和有效的中医药治疗措施， 都让我觉得中医
是值得信赖的。”

经询问既往病史和病情， 尤其在得知高先
生之前的就医经历后， 该院皮肤科孙转兰医生
全程尊重高先生个人意愿未使用激素， 给予中
药口服， 疏风清热， 配合大椎穴放血疗法， 拔
罐治疗、 穴位贴敷、 耳穴压豆等中医特色治疗
方法， 西医给予抗感染抗炎抗过敏止痒等治
疗， 经过 5 天的治疗高先生治愈出院。

这封感谢信记录了高先生与该院皮肤科及
孙转兰医生之间浓浓的医患情， 也折射出该院
近年来， 以医德医风建设为抓手， 不断增强综
合服务能力， 努力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特色优
势， 实现医院高质量发展， 更好地为保障人民
群众健康所做的不懈努力。

���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10
月 8 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召
开全省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电视电话会
议。

会议指出， 2021 年以来，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坚持将巩固
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纳入全委全系统中心
工作部署推进， 省市县均调整
成立了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
组， 坚持 “一把手” 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抓、 相关部门合
力抓工作机制。 严格落实 “四
个不摘” (摘帽不摘责任、 摘
帽不摘政策、 摘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 要求， 分类救
治服务、 先诊疗后付费制度、
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等
主要政策举措保持总体稳定。
对重点监测对象持续开展跟踪
监测， 及时落实帮扶政策。 加
大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内涵
建设， 农村地区服务能力持续
提升。 加强疾病筛查， 强化服
务供给， 疾病预防控制关口不
断前移。 加大突出问题排查整
改力度， 坚决守住规模性因病
返贫底线。

会议强调， 过渡期重点抓
好 5 项工作任务。

一是优化落实健康扶贫主
要帮扶政策。 对罹患 33 种大
病的患者， 按照自愿和 “定定

点医院、 定临床路径， 加强质
量安全管理” 的模式进行规范
诊疗。 加强住院基本医保目录
外医疗费用控制， 有效减轻困
难群众的住院费用支出。 持续
做好一般脱贫户签约服务工
作， 丰富服务内涵， 切实提高
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完善
落实好先诊疗后付费政策， 切
实减轻困难群众住院垫资压
力。

二是持续推进防止因病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 进一步强
化监测预警， 对监测对象开展
定期摸排、 动态管理， 持续跟
踪患病情况， 及时落实帮扶举
措。 重点关注患有大病、 重病
和负担较重的慢性病的监测对
象， 定期集中研判风险隐患，
针对性落实帮扶政策， 牢牢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底
线。

三是织牢织密农村地区医
疗卫生服务网底。 村卫生室重
点是 “四有 ” 要求 (有人员 、
有场地、 有常用药品和设备、
有服务) 落实情况， 乡镇卫生
院服务派驻到村卫生室的严格
落实服务时间 ， 提高服务质
量。 高度关注异地扶贫搬迁集
中安置区的医疗服务供给， 不
能出现新的 “空白点”。 牢牢
守住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全
覆盖底线， 最大限度地满足村
民日常就诊需求。

四是不断提升农村地区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 继续坚持
“输血” 与 “造血” 并重， 持
续开展三级医院对口帮扶。 脱
贫地区乡镇卫生院和行政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补齐短板， 扎
实推进。 结合实际为辖区内乡
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培养一批
专科层次定向医学生， 充实基
层力量。 完善县乡一体化管理
机制， 依托现有资源建立开放
共享的县域影像、 心电、 病理
诊断和医学检验等中心， 实现
基层检查、 上级诊断和区域内
互认。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或医
联体积极开展预约诊疗、 双向
转诊、 远程医疗等服务， 利用
信息化技术手段， 提升农村卫
生健康服务效率。

五是健全完善健康危险因
素控制长效机制。 坚持预防为
主， 有针对性地推动健康湖南
行动在农村地区落实落地。 持
续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 持续
强化结核病防治措施， 继续开
展农民工尘肺病基本医疗救治
救助行动。 坚持以农村地区为
重点， 聚焦老年人、 残疾人、
妇女儿童、 慢性病患者等群体，
提升能力， 强化服务， 为群众
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服务， 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
一样平等享有社会发展的成果。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持续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璐） 近日， 湖南省科
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公布 2022 年
度湖南省省级科学技术普及基地备案及培育
名单， 湖南省肿瘤医院申报的 “肿瘤防治湖
南省科普基地” 再次成功获批湖南省省级科
学技术普及基地。

肿瘤防治湖南省科普基地挂靠湖南省肿
瘤医院。 该院拥有包括健康教育资源中心等
在内的 7 个健康科普场馆， 总面积约 1810 平
方米， 健康科普教育设备设施齐全。 该院通
过微信公众号、 “人民号”、 “强国号” 等线
上媒体云端科普 ， 与菜单式巡讲 、 网格化
“五进” 等线下面对面传统科普相结合， 共同
打造肿瘤防治和维护健康的生态科普站， 多
角度、 多方位地为群众提供 “看得见、 听得
懂、 用得会” 的肿瘤防治科普知识。

本报讯 （记者 梁湘茂 通讯
员 张亚娜） 10 月 9 日， 正值湖
南省摄影家协会卫生健康工作
委员会成立一周年之际， “好
工人·向未来” 湖南省职工摄影
大赛 “华为杯” 卫健行业赛区
系列活动第 10 站来到长沙爱尔
眼科医院。 至此， 2022 年度协
会系列采风活动正式落下帷幕。

活动当天， 在医院工作人
员的陪同下， 采风团队分 6 组
深入到该院各专科诊疗室、 手

术室、 病房及医院中心花园等
场地进行拍摄创作。 随着现场
一阵阵快门声响起， 专科医生
的专业诊疗， 护士无微不至的
关怀， 医患之间温暖的沟通，
以及医护同事彼此间的工作交
流等医院日常工作场景， 都被
摄影师们用镜头一一记录， 一
幅幅和谐唯美的画面在大家的
相机里定格。

据悉， 本届摄影大赛共组
织了 10 场采风活动， 分别前往

全省各级医疗机构， 真实反映
了湖南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
下， 践行 “敬佑生命、 救死扶
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的
崇高精神。 用镜头记录下广大
医护人员在平凡岗位上辛勤耕
耘、 努力工作， 全心全意为人
民健康服务的匠心故事。 一张
张照片展现了白衣天使们在疫
情防控、 应急救治、 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过程中勇于担当、 奋
力拼搏的精彩瞬间和感人场景。

本报讯 （通讯员 彭湘粤） 近日， 为进一
步推进湖南省出生缺陷协同防治科技重大专项，
湖南省儿童医院 “先天性颜面部及消化道畸形
一体化防治研究” 子项目负责人， 带领课题组
成员前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医院，
进行湖南省先天性唇腭裂三级防控及序列治疗
示范基地签约、 授牌仪式及讲学、 义诊活动。

湘西州民族中医院是湖南省先天性唇腭裂
三级防控及序列治疗示范基地签约的第七站，
开幕式结束后， 专家就常见先天性畸形如唇腭
裂、 耳畸形、 面横裂等疾病的发生原因、 手术
时机及预防进行了精彩演讲。 来自 52 家州、
市、 县、 乡镇医疗机构的 220 余位医务人员参
加了培训。

10 月 9 日， 永州市江永
县潇浦镇芙蓉学校， 农村孩子
在吃营养午餐。 党的十八大以
来， 我国两次提高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 从
每名学生每天 3 元提高到 5
元， 逐步实现从“吃得饱” 向
“吃得好” 转变。 学生营养健
康状况明显改善， 身体素质明
显提升。

通讯员 田如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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