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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市州连

������本报讯 （通讯员 张健） “宝
宝乖啊， 听阿姨的话， 妈妈上班
去了。” 3 月 27 日早晨 7 时半左
右， 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个体
商户丁女士如往常一样， 将 2 岁
的女儿交给芷江同诚托育小班的
阿姨， 放心回到自己的奶茶店打
理生意。 在同一商业街， 7名客商
也像丁女士一样选择了将小孩送
托育班， 托育服务解决了他们经
商时需看管小孩的后顾之忧。

近年来， 芷江侗族自治县卫
生健康局严格落实托育机构登记
备案制度， 规范服务管理， 助推
托育健康发展。

抓培训， 促服务水平提升。
该县围绕托育机构管理规范、 食
品安全、 饮用水安全、 安全防范知

识、 传染病防控等主题， 依托县妇
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 县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 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
法局开展托育相关服务培训， 指
导、 协助托育机构建立健全管理制
度， 提高托育服务品质。

抓示范， 促行业规范发展。 该
县指导芷江同诚优幼托育服务有
限公司创建示范托育机构， 设乳
儿班、 托小班、 托大班， 规划独立
的医务室、 母乳室、 宝宝厨房、 感
统训练室， 开展全日托、 半日托、
临时托服务， 接纳宝宝 37 人。 托
育中心管理规范、 服务优质， 发
挥了很好的行业引领作用。

抓备案， 促综合监管到位。
该县加强与托育机构沟通， 及时
解答疑问。 主动对接市场、 民政、

编办、 教育等部门， 协同开展幼
儿园、 托育机构申报、 审核、 备
案， 共享托育机构基础信息。 同
时， 加大对未备案甚至无审批许
可托育机构的摸底排查和综合治
理力度， 引导托育机构诚信经营、
依法经营。

截至目前， 该县城区 7 家托
育机构在民政、 教育、 市场监督、
卫健部门完成注册登记备案， 芷
江同诚优幼托育服务有限公司、
芷江新苗托管有限公司、 芷江启
慧托管有限公司等 4 家托育机构
正式开班， 提供托位数 790 个，
每千人口拥有托位数 2.57 个， 破
解 0-3 岁婴幼儿托育难题， 为有
娃家庭提供有效保障， 进一步赋
能县域经济发展。

����� “教授， 我能加您微信吗？”
“好的！”
大伙见了， 也赶紧围过来， 将三位治

疗肾病的专家教授团团围住， 相互加了微
信。 这是发生在祁东博雅中西医结合医院
的一幕。

3 月 26 日上午， 由衡阳市祁东县卫
健局指导， 该院承办第二届肾友会， 院方
特地请来了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伍锟、 长
沙康乃馨肾病中心舒小林、 衡阳市中心医
院肾内科血透中心雷天涛三位治疗肾病的
专家教授， 到肾友会现场为 500 余名群众
讲课， 他们讲授了 “高品质的血液透析”
“治疗继发性甲旁亢的相关经验” 等课程，
让在场的肾友们深感受益。

随后， 一名叫陈铁汉的肾友作了分享发
言， 更是让肾友们感同身受。 陈铁汉是第一
批从某医院转到该院做透析的肾友， 他不仅
用自己良好的状态给了肾友们战胜疾病的信
心， 而且见证了医院血透中心的发展。

听完了专家教授讲课和肾友分享发
言， 肾友们意犹未尽， 带着各自的问题纷
纷向三位专家教授请教。

57 岁女村民李满秀见状急了 。 6 年
前， 她患了尿毒症， 迄今在祁东博雅中西
医结合医院血透中心， 做了 4 年多的血
透。 当天， 她特地从步云桥镇乔木堂村赶
过来听课， 本来想请教几个问题便早点回
去， 哪想总是排不上号， 只得问伍锟教授
加微信， 回去后再向伍锟教授请教。

哪料想， 一石激起千层浪， 李满秀的
举动一下得到了肾友们的仿效。 三位专家
教授只得与他们互加微信， 忙得不亦乐乎。

“嘿嘿！ 教授和我加了微信， 以后咨
询病情更加方便了！” 肾友们个个露出了
舒心的笑颜。

本报通讯员 彭建华 何晓晓

������本报讯 （通讯员 毕文桃） 近日， 湖南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教育厅、 省卫生健
康委、 省公安厅等四部门联合开展 2023 年
春季学校食品、 饮用水安全和疫情防控工
作省级联合督查。 本次督查成立了 7 个联
合督查组， 从相关厅局及基层抽调专家成
员， 省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局一级调研员刘
晓雄、 李爱斌分别带队参与督查。

本次督查按照随机、 精简、 高效原则，
听取市州和县区相关责任部门开展学校食
品安全、 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传达市场监
管总局办公厅等四部门及省食安委关于学
校食品饮用水安全及疫情防控工作精神，
以农村寄宿制学校为主， 抽查高校、 高中、
初中、 小学等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校外托
管及供餐机构， 督查内容为食品和饮用水
安全和校园传染病疫情防控工作。

本次联合督查共对 14 个市州、 20 多
个县市区 80 余所学校进行了督查， 对督查
发现的问题现场向校方予以反馈， 责令限
期整改， 并将问题交办当地主管部门督促
整改到位。 通过听取汇报、 查看文件资料，
现场督查、 查摆问题、 督促整改等多措并
举， 进一步督促相关责任部门落实工作，
强化学校安全主体责任意识， 筑牢学校食
品、 饮用水安全及传染病防控工作防线，
全面保障校园健康安全。

������本报讯 （通讯员 郭烯） “太
谢谢你们了， 我年龄偏大， 又是
双胞胎， 现在有了你们， 我安心
多了！” 3 月 21 日， 孕妇杨女士
拉着株洲市石峰区云田镇卫生院
医护人员的手， 感激地说。

双胎可是一件大喜事， 但是
来自贵州省、 现居湖南省株洲市
石峰区的杨女士却很犯愁， 原因
是她今年已 48岁了， 属于高危孕
产妇， 且在株洲打工， 人生地不

熟。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杨女士到
云田镇卫生院做产检， 得知她特
殊情况， 卫生院妇保科立即开展
风险筛查， 并根据结果进行规范
管理， 杨女士的心这才落了地。

当日， 在云田镇卫生院公卫副
院长汤柳艳的带领下， 一支由妇产
科主治医师、 村医、 妇保专干等医
护人员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来到了
杨女士家里， 进行高危孕产妇孕晚
期定期上门访视。 家庭医生团队为

杨女士测量血压、 血糖， 以及便携
式 B 超、 胎心监护、 心电图等检
查， 并仔细指导了孕期生活方式、
注意事项、 运动和营养等方面。

母婴无小事， 云田镇卫生院
积极为辖区孕产妇进行全程追踪
健康指导与管理， 与医联体单位
湖南省直中医医院建立孕产妇高
危绿色转诊通道， 通过三甲医院
医疗资源加持， 为高危孕妇撑起
一把 “保护伞”。

��� 3 月 27 日， 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
县坪坦乡中心小学， 公安交警在向学
生讲解交通安全知识。 连日来， 该县
教育局、 公安交管中心在辖区各校园
开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宣
传活动， 现场以观看展板、 提问抢答、
互动游戏、 实景体验等方式， 让孩子
们在轻松愉快中学习安全知识， 树立
交通安全意识， 筑牢交通安全防线。

通讯员 刘强 摄影报道

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

������本报讯 （魏闻） 近日， 国家
卫健委印发 《关于启用出生医学
证明 （第七版 ） 的公告 》 ， 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启用出生医
学证明 （第七版）。 为保障新版
证件和旧版证件顺利交替， 国家
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公安部办公
厅就相关事项联合发出通知。

通知要求 ，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启用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统一
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七版），
原统一制发的出生医学证明 （第
六版） 签发日期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 出生医学证明 （第七
版） 正页、 副页和存根三联右下
方的 “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表示
形式由 “1 位字母+9 位数字” 变
更为 “1 位字母+9 位数字+条形
码”， 相应区域的底色由绿色改

为黄色， 其他文字、 格式、 色值
以及所有防伪技术均未改动。 出
生医学证明 （第七版） 将按原有
程序发运至各省 （区、 市）。

健全空白证件申领机制。 各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是空白证件
申领 、 监管的责任主体 。 各省
（区、 市） 应在每年 10 月 10 日
前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
保健中心证件办提交下一年度全
年 “母婴三证” 申领计划。 每季
度首月的 10 日前提交下一季度
的 “母婴三证” 申领计划， 同时
填报上季度的 《出生医学证明》
季度配发表。 省级上报的表单及
省级签收货物的验收回执单均需
加盖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印章。

清理旧版出生医学证明 （第
六版）。 2023 年 4 月 1 日起， 各

地要及时清理本部门及各级管理
机构、 签发机构尚未使用的出生
医学证明 （第六版）， 按废证管
理要求予以处理 ， 不得延期使
用。 要认真做好旧版证件登记工
作， 如实记录证件编号和数量，
在证件中标识作废， 逐级报至省
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集中销毁，
并作好销毁记录。 请各省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将本地区出生医学证明 （第
六版） 清理和销毁情况报送国家
卫生健康委妇幼司。

通知要求， 各级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 公安机关要及时将本通
知转发至证件管理机构、 签发机
构和户口登记机关， 协调做好相
关工作， 确保 4 月 1 日出生医学
证明 （第七版） 按时启用。

4月 1日起，启用第七版出生医学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