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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邹薇）随县严格落
实各项方针政策，切实发挥健康扶贫在脱
贫攻坚中的重要作用，随县卫健局高度重
视，履职尽责，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工作举
措，做到责任、政策、工作三个落实到位。

全面落实“四位一体”待遇政策。全县
贫困对象县域内住院 24412 人次，医疗总费
用 6818.05 万元，政策内费用报销比例达
90%。门诊重症、特殊慢性疾病 33458人次，
医疗总费用 1516.59 万元，综合报销比例达
80%。县域内个人自付费用超过 5000 元的
人数为零。

全面落实“三个一批”保障机制。2020
年全县大病集中救治患者 1914 人，其中在
县域内定点医疗机构救治 1914 人次，县域
内政策范围内自费住院费用均控制在 5000
元以内。2020 年在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
签 58906 人，实签 58906 人，签约率达 100%，
免费为贫困人口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建档
率达 100%。

全面落实“先诊疗后付费”政策和“一
站式、一票制”即时结算制度。利用信息化
手段，切实简化流程，贫困人口在县域内定
点医疗机构住院，只需持社会保障卡、有效

身份证件办理入院，不需要交押金，保证病
人办理结算在一个窗口办理手续、在一张
发票上反映报销明细，较好解决了看病就
医手续繁琐、多头跑路、耗时费力问题，努
力提升贫困人口满意度。

全面筑牢三级医疗服务网底。随县人
民医院整体投入运营，随县中医医院新建
门诊综合大楼如期投入使用，县妇幼保健
院一期工程门诊医技楼已完工并交付使
用，二期工程后勤保障楼、营养膳食楼已完
成全部施工工作，正在进行内部检修等收
尾工作，即将交付使用。全县 17 所乡镇卫

生院都按要求规范建设全部达标。378 个
行政村按照要求，通过新建、改扩建达到村
级卫生室标准，52 所贫困村村级卫生室均
全部达标建设到位，均配备有合格乡村医
生或执业（助理）医师，配备比率为 100%。

多措并举全面贯彻落实政策宣传。通
过报纸、网络、新媒体广泛宣传健康扶贫新
政策、新要求，营造健康扶贫良好氛围。制
作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折页 5万余册，方便群
众查阅咨询。发放健康扶贫“明白卡”7 万
多份，让贫困人口人人了解健康扶贫政策
和享受个性化服务的内容。

防 干 燥 不 仅 仅 是 多 喝
水，或多涂滋润霜那么简单，
想要滋润过冬不上火，每个
家庭都需要全面了解“家庭
干燥指数”，才能更具针对性
地调整生活习惯，从而以内
养外。养成健康合理的饮食
习惯，是从根源上调理体内
环境杜绝冬日上火最关键一
步。

市中医院“名医堂”中医
专家提倡饮食均衡，充分利
用三餐的进食机会来补水灭
火，从而调理体内环境防止
冬日干燥：

其一，以健脾、补肝、清
肺为主。应多吃蜂蜜、山楂、
柚子、石榴、苹果等清润甘酸
的食物，加速胃肠蠕动的作

用，滋阴润燥。
其二，少吃盐。因为高

盐饮食将降低黏膜抵抗疾病
的能力，使各种病菌乘虚而
入，诱发咽炎。

其三，吃火锅辛辣餐食
时佐以滋润不上火的辅料，
如萝卜、豆腐、白菜等，以达
到滋润防上火的目的。

家庭成员在年龄和体质
上都不同，相关调查显示，受
新陈代谢的影响，青少年和
女性更易“惹火”，属于家庭
中容易上火的“高危成员”。

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不懂
如何调节学习、生活上的压
力，情绪控制能力差而显得
脾气暴躁。其实这是熬夜复
习等不良生活习惯加剧了他

们体内的虚火，因此脾气的
反复无常只是身体的“火警
讯号”。养生专家指出，调整
他们的作息时间和饮食结构
才是降火的根本。

在冬日容易手脚冰冷的
女性经常忽略了自身的“火
警讯号”。天气越干燥，就越
偏爱进食牛羊肉来御寒，但
牛羊肉属于温补食材，加上
葱、姜、蒜、辣椒等辛辣配料
和桂皮、生姜、枸杞、当归等
滋补品，食用过多只会“燥上
加 燥 ”，更 易 造 成 体 内“ 上
火”。因此，在进补后的第二
天通常会出现口干舌燥、干
咳，甚至皮肤瘙痒等“火警讯
号”，建议易上火人群多选用
滋阴润燥的滋补品。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支如意、喻红专）岁末寒冬是流感多
发季节，新冠病毒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地区聚集性疫情明细
增加。随县中医医院为进一步做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充分发
挥中医药特色优势，在各科室、护士站燃艾熏烟，祛疫消毒，为
医护人员、患者及家属提升正气。

医院药剂科精选十味中草药熬制成汤剂，提供给前来就
诊的患者及家属免费饮用。汤剂的主要功效是驱瘟散寒，预
防流感，提高抵抗力。

据悉，自 1月 21日起，随县中医医院每天都会在门诊大厅
醒目位置设置免费中药汤剂保温饮用处，并提供一次性水杯，
此次活动将持续到年后，做好强保障、早预防。

调养人体正气是提高抗病能力的关键。随县中医医院全
体医务人员提醒您：尽量少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地方，
在家勤开窗，加强锻炼，适时增减衣物，勤洗手，均衡饮食。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赵杨、陈传兵）“你好！请问家里有人
吗？我们是洪山医院包保寺山村的疫情排查人员……”近日，
随县洪山医院抽调 15名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下沉寺山村
开展“地毯式”逐户排查。

“您家里几口人？”“最近亲属有无外出或返乡情况？”“即
使咱们家没有外来人员或外出情况咱也要高度注意防控，出
门别忘了戴好口罩……”排查中工作人员不仅要向每户详细
了解情况，还要另外告诫和提醒群众严格做好自我预防，切实
增强广大群众对疫情防控形势的警惕性。

走完一个单元的上上下下每一户，再到另一单元去排查，
不知不觉中队员手里记录的表格已经填得密密麻麻，随县洪
山医院“突击小分队”在入户走访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先后累
计走访 109户居民，涉及群众 530人。

据悉，通过“突击队”下沉入户排查，进一步熟悉掌握了所
包保社区居民家庭详细情况，做到了细节明晰，数据精准，宣
传到位,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形成工作合力，确保社
会秩序更加平稳有序贡献了力量，受到社区干部群众的欢迎。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夏辉、胡国
宇）冬春季是疫情高发季节，为确保全
镇人民健康、平安过节，随县小林镇多
措并举筑牢疫情防控严密防线。

主动做好防控措施。在全镇范围
内大力宣传，牢固树立“每个人都是自
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理念，做好个人
健康防护，坚持“戴口罩、手消毒、扫
码、测温、常通风、少聚集、一米线、不
握手、用公筷”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购买进口海鲜、肉类等冷冻食品时，须
选择正规超市和市场购买，切勿购买
无“食品安全追溯码”的冷链食品。

严格控制聚集性活动。提倡红事
缓办、白事简办，家庭私人聚会聚餐等
控制在 10 人以下。全镇企事业单位
一律取消集体团拜和大型慰问、联欢、
聚餐、培训等活动。确需举办会议活
动的，应严格控制人数和规模，并落实
有关防控措施。严格监管、审批展览

展销、节日聚会等活动。各网吧、歌舞
娱乐、游艺娱乐等场所接纳消费者人
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75%。

有序安排重点场所人员出入。宾
馆、酒店、旅店必须对所有入住人员登
记身份证、测体温、查验“健康码”和

“通信大数据行程卡”，核验通过登记
后方可入住，对体温异常或 14 天内有
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立即报告属
地疫情防控指挥部。顾客应佩戴口
罩、扫健康码、测体温正常后方可进入
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不戴口罩者不
可入内。学校要提前精准有序安排学
生离校，并做好疫情防控。

在重点人群中接种 23 价肺炎疫
苗和流感疫苗。镇卫生院在全镇范围
内大力宣传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通过预防性接种来建立免疫屏障，
提高全镇群众疫苗接种的可及性和便
捷性。

进入冬季，气候出现干
燥，受冷空气影响，气温会出
现骤降、霜冻。这一季节正
值传染病高发季节，为了加
强大家个人的预防措施，我
们学习一下如何预防呼吸道
传染病。

勤洗手：呼吸道传染病
患者的鼻涕、痰液等呼吸道
分泌物中含有大量的病原，
有可能通过手接触分泌物，
传染给健康人，因此特别强
调注意手的卫生。

多喝水：秋季气候干燥，
空气中尘埃含量高，人体鼻
黏膜容易受损，要多喝水，让
鼻黏膜保持湿润，能有效抵

御病毒的入侵，还有利于体
内毒素排泄，净化体内环境。

空气流通：为了预防病
毒通过空气传播。保持教室
内空气清新，要常开门窗通
风，良好的通风可消除 80%
自然菌，所以自然通风换气
保持空气新鲜至关重要。课
间同学们要尽量到教室外活
动，不要呆在教室内。

加强营养：多吃富含维
生素 C 的蔬菜水果，保证足
够的营养，以增强自身免疫
力。

加强锻炼：注意日常体
质锻炼，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和抵抗力，增强对外界环境

的适应能力。
合理作息：保持生活规

律，保证充足睡眠，防止过度
的紧张和疲劳使身体抵抗力
下降，尽可能不去人群集中
的公共场所。

注意防寒保暖：秋季昼
夜温差大，同学们要根据气
候变化及时添加衣物。

及时发现、及时就诊：如
觉身体不适应立即就医治
疗，以免延误病情，

另外可进行免疫预防：
流行季节前可进行相应的预
防接种，如流感、肺炎、麻疹、
流脑等疫苗预防相应的呼吸
道传染病。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何中贤）为有效防范和积极应对冬春
季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随县新街镇卫生院全体职工克服持
久战带来的疲惫、松劲心态，盯紧疫情风险点，把防控举措常
抓不懈。

该院对进入门诊通道所有人员一律测量体温并严格登
记，未佩戴口罩者免费发放口罩、相互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
体温高于正常的患者按预案抽出一名预检医务人员引导至发
热门诊规范就医。

日前，该院对石家庄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二名返乡学生设
置单人单间隔离留观点，同时采集标本送核酸检查，发放口
罩、一次性手套等防控用品并每天上门测量体温。对一例国
外（新加坡）已接受 14 天隔离的返乡人员从随州火车站由疫
情防控人员开专车直接送回家中，本地再次采样送核酸检查
并且要求居家隔离 14天，严防境外变异性新冠病毒输入。

对低风险地区返乡人员居家环境及超市、学校食堂、菜场
等人口密集区，卫生院公卫流行病调查人员每天用含氯消毒
剂进行喷雾消毒降低传染概率，通过以上各种细化措施针对
疫情风险点，不断提高防控能力，最大限度减少漏洞，确保防
控工作取得实效。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王琪、何亚
凌）近日，饱受压疮折磨近百天的 12
岁女孩妍妍从广水一医院皮肤烧伤整
形美容外科痊愈出院。

家住广水市余店镇的妍妍十年前
因为先天性脊髓栓系综合症导致双下
肢不完全截瘫，日常只能依靠轮椅代
步。入学后，在硬座椅上久坐不动导
致她的右臀部出现压疮。多日擦药不
愈后，家长带着妍妍辗转多地求医，病
情不见好转，反而越发严重。两个多
月后，被久治不愈的病情折磨得几乎
绝望的妍妍一家在朋友的介绍下，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前往广水一医院皮
肤烧伤整形美容外科就诊，门诊检查
见孩子右臀部创面已扩大至 6cm×
5cm 大小，皮肤溃烂深至皮下 3cm，并
伴有红肿渗液症状。

收入院后，科主任吴礼辉带领科

室医护团队仔细分析了妍妍的病情，
针对她创面大、溃烂深、时间久的情况
提出了手术清创+负压引流+皮瓣转
移的综合治疗方案。“患者是个小姑
娘，又在上学，我们选择这个治疗方
案，一个是尽量愈后不留明显疤痕，一
个是促进愈合速度，不耽误太多时间，
影响孩子学习。”经过沟通，妍妍一家
接受了手术治疗方案。

在科室医护团队的专业治疗和静
心护理下，每个疗程结束后都能看到
明显的治疗效果。眼看着孩子痊愈在
即，一家人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多
了。1月 11日，赶在出院之前，妍妍一
家将一面写着“医德高尚暖人心 医
术精湛传四方”字样的锦旗送到了广
水一医院皮肤烧伤整形美容外科医护
团队的手中。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敏）为关爱“一家多残”患者，共享
小康社会，连日来，随州市精亲协会联合随州市中心医院季梁
院区暨随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展了以“助残圆梦，同奔小康”
为主题的一系列关爱活动。

元旦前夕，市中心医院季梁院区党支部、市精亲协会组织
精神（心理）科、内科、睡眠专科等 5名医疗专家在万达广场开
展健康义诊活动，为 30 余名患者及亲友提供了免费心理咨
询、睡眠咨询、服药或治疗指导、康复指导、血压测量等服务，
发放精神卫生宣传折页、睡眠健康知识手册、评残温馨提示卡
等资料 100余份。

随州市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病区、心身医学病区分别
举办健康讲座，免费为有需要的患者及其家属开放，专家们分
别就《常见精神疾病的健康指导》《如何提高精神障碍患者服
药依从性》进行了讲解，指导患者及其家属早期识别精神症
状、早期就诊，认识规律服药的重要性，并为他们进行了家庭
护理及康复指导健康教育。

近日，该院季梁院区党支部、市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市精亲
协会走访、慰问 9户共 13名精神或智力残疾患者，为他们送去
了米、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并细心询问患者情况，对患者进
行服药和康复指导。精防人员从去年 12月就开始收集“一家
多残”贫困精神、智力残疾人及亲友信息表，为后期建立服务
群，及时提供便捷服务。此外，精神卫生中心专家陈红玉上门
为随县高城镇大桥村一户两名贫困精神障碍患者家庭开展现
场精神、智力残疾等级评定。

通过开展一系列关爱活动，市中心医院对精神及智力残
疾人这个特殊弱势群体起到了关爱帮扶作用，为这一群体共
享小康社会和生活给予了温暖和支持。

为了缓解入冬以
来临床用血的紧张局
面，近日，市中心医院
在文帝院区和龙门院
区 开 展 无 偿 献 血 活
动 ，200 余 人 参 加 献
血 ，献 血 总 量 达 到
53700毫升。

（随州日报通讯
员 吴大奎 吴付国
摄）

保障全民健康 决战全面小康

随县做实健康扶贫文章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助残圆梦 同奔小康

随州市精神卫生中心
扶残助残在行动

随县中医医院免费发放汤药
助力抗疫防流感

洪山医院“突击队”
下沉社区助力疫情防控排查

新街镇卫生院
疫情防控常抓不懈

百日压疮一朝愈

轮椅女孩锦旗致谢
广水一医院皮肤科

随县小林镇
多措并举防控冬春季疫情

中医专家支招：冬季如何防上火
随州市中医医院 何娇

随州市疾控中心 唐心敏

冬季如何预防呼吸道传染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