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程万公里群众把她当亲人

生活与健康 新闻热线 0836-2835756 投稿邮箱 gzrb@gzznews.com 2018年6月1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秦松 版式编辑陈相6

国家、省、市三级医疗

质量安全体系逐步完善，血

站核酸检测实现全覆盖，医

疗机构细菌耐药上升态势

得到遏制……近年来，我国

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医

疗质量安全持续提升，服务

供给侧改革稳步推进。

6年来，秦孔平以精湛的医术和亲
人般的温暖赢得了牧民的敬重。泥朵镇
村民措洛动情地说：“牧民不管是生孩
子还是有什么病要看，说到秦孔平大家
都非常感恩，也非常喜欢，我的母亲眼
睛有点痛，我找她帮忙看一下，我家的
两个小孩都是她接生的，我真诚感谢她
对我们一家的关照。”秦孔平虽然是接
种医生，为了帮助牧民看病，她自学了
基本的医学知识，能够帮助牧民诊治简
单的病症。

泥朵镇东然村牧民扎西拉姆说，几
年前，秦孔平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给
她刚出生的婴儿接种疫苗，她认为给新
生儿打针不吉利，闹到镇政府调解，听
了镇上工作人员解释她才作罢。现在，
孩子很健康，秦孔平还经常教她科学的
育儿知识，她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扎西
拉姆说：“哪怕半夜一两点，只要我们有
啥病痛，她都是随叫随到；我们村由于
交通不便，秦医生需要骑摩托车才能达
到。她通宵达旦地守在病人家里，直到

母子平安才离开。”
融入脚下的土地，走进淳朴的牧民

家中，秦孔平从一个外乡人逐渐成为
“本地人”。在色达牧区，牧民的生育观
念落后，不愿意到医院来生孩子。“落后
的生育观念延续了千年，牧民很难接受
现代育儿理念。我就搜集了县内一些自
行生产危及母婴生命的案例，告诉他们
现在到医院生产自己不花一分钱，还有
奖励政策。”秦孔平自豪地说，每当看
到牧民群众大病初愈，经她接种的儿童

健康平安，她就有了成就感和自豪感。
在奔康路上，健康是牧民群众最大的需
求，在她的努力下，当地牧民群众的健
康意识有了提高，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
感大大增强，有的还主动带小孩到镇卫
生院接种，全镇的疫苗接种率达到
95％以上。

走在进村入户的路上，牧民们一声
声真诚的问候温暖着秦孔平的心，她用
心用情守望着牧民的健康。

尼公 本报记者 马建华 文/图

秦孔平是来自九龙县的一名汉族医
生，在色达县泥朵镇卫生院担任接种医
生，6年来，她走遍了泥朵镇500多平方
公里的土地，行程万公里，为 1029 户牧

民儿童及孕产妇建立了健康档案，并挽
救了不少危重儿童患者及孕产妇的生
命，有网友留言：预防接种在边远牧区太
重要了。秦孔平这样的医生不仅尽职尽

责，而且传播了良好的卫生健康习惯。爱心
是最好的疫苗。爱心+科学，我们牧区最需
要。秦孔平2016年被评为全国十佳最美接
种医生，2018年荣获四川省“五一”劳动奖。

在色达县泥朵镇的崎岖山路上，人
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忙碌的身影：身穿
白大褂，肩挎医药箱，走在小路上的医
生秦孔平疾步匆匆。“你家的孩子到了
接种疫苗的时间了，我马上给孩子接种
疫苗。”“你家的孩子在感冒期间，不能
接种疫苗，病情好转后，记得给我打电
话。”这是秦孔平每到一户人家都要向
家属交代的事情。年复一年，秦孔平已
经走完了泥朵镇的家家户户。牧民们总
是对这个汉族医生赞不绝口：“过去，由
于医学常识欠缺，我们根本不知道要给
孩子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到底有啥好
处，我们一概不知。”

秦孔平把足迹留在了泥朵镇的村
村寨寨，把温暖留在了牧民的心田里。

秦孔平的老家在九龙县呷尔镇查
尔村。6 年前，得知自己被分配到海拔
4200 米的泥朵镇卫生院时，她毫无怨
言地接受了分配。“越是海拔高，条件艰
苦的地方，牧民缺医少药的现象更严

重，更需要医务人员。”
泥朵镇的艰苦条件超乎想象，一年

时间就有半年飘雪，空气稀薄，高寒缺
氧。头晕目眩，胸闷气紧，身体不适，秦孔
平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她不得不经常
服用抗“高反”的药物。同事们温馨的照
顾，牧民们善意的笑容，让她倍感温暖。

泥朵镇卫生院院长亚兵曾经告诉
她，只要把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群众就会把你当亲人。于是，秦孔平背
上医药箱，带上工作笔记，走村串户摸
底调查，牧民的家庭情况、儿童是否接
种了疫苗，她都一一记录在案。

“小儿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免疫
能力较差，麻疹，猩红热百日咳、腮腺炎、
流脑，乙型脑炎、结核性脑膜炎等疾病，
都会威胁小儿的身体健康。如果不积极
预防及时治疗，严重者可造成终身残疾，
甚至危及生命。”秦孔平总是不厌其烦地
向牧民宣传儿童疫苗接种的好处。

“秦医生苦口婆心地给我们宣传预

防知识，我们总认为多此一举，我们没
有接种疫苗，还不是长大成人了。”村民
措洛说，秦医生给我们列举了很多因为
没有给孩子接种疫苗，最后因为疾病夺
去孩子生命的真实例子，我们才逐渐重
视要按时给孩子接种疫苗。

亚兵告诉记者，因常年游牧，牧民
居住分散，户与户之间的距离平均在7
公里左右。秦医生下一次村至少要走
50 公里的山路，每次她都要经过测体
温、消毒、询问一系列步骤后，才会给孩
子接种疫苗。泥朵镇完成一轮预防接种
工作需要 20 多天的时间，骑马或步行
是常有的事情，来回就得 5 天的时间。
风餐露宿成了家常便饭，由于饮食和生
活极不规律，年轻的她患上了慢性胃
炎、风湿病等疾病。

去年冬天，秦孔平了解到东然村村
民所准刚生了孩子，她便和同事骑着摩
托车冒着大雪夜行 50 公里上门服务。
当时的气温是零下 20 多摄氏度，一路

上寒风呼啸，大雪纷飞，到村的时候，她
们全身已被冻僵，手脚都没了知觉，浑
身上下被积雪覆盖。两人顾不上休息，
立即准备给孩子接种。

“孩子刚出生不久，你们就要给他
打针，你们也太残忍了吧。”孩子的母亲
所准怒不可遏。

“健康小儿出生后 2——3 天到两
个月内应接种卡介苗，经过多种疫苗接
种，孩子就可对病毒、病菌产生免疫力，
从而避免各种传染病的发生，保障孩子
能够健康成长。”秦孔平耐心地向所准
解释。

“医生说的话，你都不听，人家冒这
么大的雪来给孩子接种，你怎么这么
犟？”所准的丈夫珠罗说，医生不收一分
钱，都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我们要晓得好
歹，要懂得感恩，不听医生的话，万一孩
子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后悔都来不及。

接种疫苗后，所准给秦孔平端上热气
腾腾的奶茶，一股暖流流进了她的心田。

打造中国质控模式
医疗质量安全持续提升
麻醉是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生命安

全的关键一环。从子宫内胎儿到百岁老
人，从“不敢”“不能”到广泛展开微创、
个体化的术中管理，我国麻醉学科质量
安全不断提升。数据显示，我国麻醉相
关死亡率约为 12／百万，显著低于
141／百万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脑梗死等 16
个病种住院患者死亡率持续下降，脑卒
中 复 发 率 从 2006 年 的 16％ 下 降 到
2017 年的 5.3％……一系列临床学科
的关键指标体现出质量安全提升。

近日，权威期刊《柳叶刀》发布最新

全球医疗质量和可及性排名显示，中国
排名从 2015 年的全球第 60 位提高到
2016年的第48位，受到国际广泛认可。

面对每年庞大的总诊疗量，质量控
制的“生命线”不容松懈。“我国医疗质
量管理工作不断在制度化、规范化、专
业化、精细化上发力。”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医政医管局有关负责人郭燕红表
示，在部分专科、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
质量稳中有升的背后，是政府监管、机
构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多元共
治新格局——

《医疗质量管理办法》和18项医疗
质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发布，制度顶层
设计日渐清晰；在国家层面成立麻醉、病
理等学科和心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
等重点疾病的质控中心35家，工作网络
和合力不断形成。

郭燕红说，下一步我国将不断完善
质控体系，让质量控制从业内引导走向
社会公开，更好地满足百姓多元化健康
需求、维护群众健康权益。

提升技术能力
推动资源下沉

2017年6月，46岁的李先生因心脏
衰竭住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衰
病房。

分秒必争，医院胡盛寿院士团队为

李先生成功实施了国内首例第三代全
磁悬浮人工心脏植入术。“人工心脏被
称为‘医疗器械皇冠上的宝石’。”阜外
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颗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研制的人工心脏体积小、
生物相容性好。同时，抗电磁干扰、泵运
转温度监测等关键性能得到了优化。

从人工心脏到大器官移植，再到卵
母细胞及胚胎冷冻技术，越来越多的先
进医学技术为患者带来健康“福音”。

医学发展不仅要在“高精尖缺”上下
功夫，还要让优质技术资源沉下去。“十
二五”期间，国家财政累计投入60亿元支
持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重症医学、病理等
平台专业和儿科、急诊等薄弱专业得到
快速发展。对口帮扶和城乡对口支援让
基层技术能力和质量双提升。据不完全
统计，50％的县医院已能够开展颅脑肿
瘤手术、颈椎手术等复杂手术。

《“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
项规划》提出，推动解决卫生与健康领
域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应
对重大疾病防控挑战、提高国民健康水
平。着力突破20－30项前沿、关键技术
并转化应用。

构建医疗卫生保障一张网
提升健康服务“获得感”
“挂号、缴费动动手指就能解决，还

能及时在线咨询医生，越来越方便了。”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刚看完病的
成都市民于先生指着手机上的医院
APP“华医通”对记者说。

随着全国医疗卫生保障网逐渐延
伸，让数据多跑腿、患者少跑路，“指尖
上的医院”“远程会诊”等健康服务新举
措先后落地。

改善医疗健康服务，要在医疗资源
上破解“梗阻”。专家指出，要破解医疗
资源紧张、患者看病难，医疗质量精细
化管理是关键。强基层、推行“两票制”、
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一系列改
革“组合拳”走深走实。

改善医疗健康服务，要在医患关系
上加“润滑剂”。目前，医疗纠纷人民调
解工作实现县级区域全覆盖，医疗责任
险和医疗风险互助金参保医疗机构近7
万家，覆盖超过90％的二级以上医院。
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天津
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等地方条例相继
出台，相关部门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上
不断发力。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今后还将进一步改善医疗服
务，加强临床科室和医技科室医院感染
管理、深入推进优质护理等，让老百姓
方便就医、明白就医、满意就医。

据新华社

我国推动医疗技术能力与质量安全双提升

进入流行性腮腺炎
高发季！

近期是流行性腮腺炎的高发
季，我国的流行性腮腺炎发病呈
季节性双峰分布，第一个发病高
峰在4～7月，第二个发病高峰在
10 月～翌年 1 月。主要发病人群
为15岁以下儿童，其中5～9岁儿
童发病率最高。幼儿园、小学和中
学是腮腺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
主要发生场所。

甘孜州疾控中心在此提请广
大老师家长引起重视，积极采取
防控措施。

什么是流行性腮腺炎？
流行性腮腺炎，是由腮腺炎

病毒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
病，在腮腺肿胀时传染性最强。常
见于儿童和青少年。腮腺炎病毒
主要侵犯腮腺。腮腺位于两侧面
颊部耳垂的周围。除腮腺外，病毒
也可侵犯其他的腺体组织和器
官，如胰腺、性腺，脑组织、心脏、
关节等。

流行性腮腺炎冬春季高发，
人是唯一的传染源。

流行性腮腺炎如何传播？
流行性腮腺炎主要经呼吸道

传播，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唾液
和呼吸道分泌液中，通过空气传
播或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被感
染者唾液污染的衣服、玩具或公
共用具间接传染。

易感者在接触病人后一般在
2-3周内发病。

流行性腮腺炎的症
状有哪些？

腮腺炎主要表现为一侧或两
侧耳垂根部肿大，肿大的腮腺常
呈半球形，以耳垂为中心，向前向
下向后弥漫性肿胀，并有明显的
压痛。在咀嚼或进食酸性食物时，
疼痛加重。腮腺炎患者除了腮腺
部位肿痛外，大部分患者还有发
热症状，体温在 38℃左右，间断
性。如果没有并发症，一周左右可
自愈。

流行性腮腺炎的并
发症有哪些？

流行性腮腺炎本身并不可
怕，但是出现并发症可能会很严
重。腮腺炎可以并发睾丸炎、病毒
性脑炎、胰腺炎、心肌炎、肺炎等。

当腮腺炎患儿出现腹痛、腹胀、
呕吐、发热等症状时，需要警惕胰腺
炎，这种病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如果孩子出现头痛、持续发
热、呕吐、精神差，甚至抽搐时，需
要警惕病毒性脑炎；

得了流行性腮腺炎
需要注意什么？

由于流行性腮腺炎有传染
性，所以一旦孩子被诊断为腮腺
炎，最好在家休息，不要上学或去
幼儿园，以免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如果没有并发症，大概一周左右
可自愈，腮腺肿大完全消失，可以
解除隔离；如果接触了腮腺炎病
人，需要隔离观察3周。

如何预防流行性腮腺炎？
目前，我国儿童免疫程序规

定，18～24月龄儿童应常规接种
一剂次麻疹-腮腺炎-风疹联合
疫苗（MMR），但接种1剂次含腮
腺炎成分疫苗的防病效果有限，
推荐儿童入小学前再次接种一剂
含腮腺炎成分疫苗。

在腮腺炎流行时，尽量不要
带孩子到人群密集的场所去，更
不要与已患有腮腺炎的孩子一起
玩耍或聚会。

教室要注意通风，保持空气
流通。

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
习惯，多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

在学校最好有保健员进行监
控，定期排查，增加晨检，做好健康
教育；发现可疑病例及时进行医学
观察；出现疫情，要及时报告当地
卫生机构，并做好活动场所消毒，
同时尽早对易感人群进行含腮腺
炎成分疫苗的应急接种工作。

对接触过传染期流行性腮腺
炎病人的易感者（既往未患病或
未接种过疫苗者）要密切观察。

防控疾病 共赴小康
州 疾 控 中 心 主 办
http：//www.gzzcdc.org/
健 康 热 线 ：12320

流行性腮腺炎不可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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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感恩她是最贴心的医生

汉族门巴守望藏族牧民健康
记色达县泥朵镇卫生院接种医生秦孔平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不久前发布
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据该协会
2015 年至 2017 年对一二线城市消
费者绿色消费意识的跟踪调查发
现，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标识的认
知度有所上升，如对能效标识的认
知度从 78%上升到 89%，绿色食品
认知度从58%上升到83%。

这份调查在由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主办的“新消费论坛——2018 中
国绿色消费年会”上发布。据介绍，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等组织的支持下，于2013
年成立了中国零售业可持续消费圆
桌，圆桌由大型零售和餐饮企业以
及可持续领域的专业机构组成，主

要任务包括可持续供应链、可持续
营运、可持续消费。

“可持续消费的主要内容是消
费者教育。零售企业每天都和消费
者打交道，提供什么产品和服务，提
供什么信息，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他们。”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裴
亮说，推动“信任消费”和生活方式
绿色化，是连锁协会引领行业绿色
发展的重点之一。

依靠遍布各大城市的零售网
点，中国零售业可持续消费圆桌每
年组织可持续消费宣传周活动，
2013 年参与范围是4个城市，80家
门店，到2017年扩大至120个城市，
1500家门店。 据人民健康网

消费者对可持续产品
标识认知度上升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孜
调查队调查显示：2018年5月，甘孜
居民消费价格(CPI)总水平同比上涨
1.2%，涨幅较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
点，比全国低0.6个百分点，比全省高
0.1个百分点;本月环比上涨0.2%。

5月份，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0.9%，影响CPI同比下降0.298个百
分点。鸡蛋、禽肉、在外餐饮、粮食、
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12.2%、8.7%、
1.8%、1.3%、0.3%，拉动 CPI 同比指

数上涨 0.043、0.072、0.038、0.113、
0.002个百分点；猪肉、鲜菜、鲜瓜果
价格分别下降 16.5%、6.3%、3.1%，
影 响 CPI 同 比 指 数 下 降 0.439、
0.208、0.054个百分点。

除食品烟酒外，其他七大类价格
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教育文化和娱
乐、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其他
用品和服务、交通和通信、居住、衣着
分别上涨 5.7%、2.8%、2.2%、2.2%、
2.0%、1.3%、1.2%。 甘孜调查队

甘孜日报讯 据国家统计局甘
孜调查队调查显示：5月甘孜猪肉价
格环比下降2.5%,连续三月下降；同
比16.5%，自2017年1月以来，已连
续下降16个月。生猪价格下降还带

动猪肉相关制品价格一起走低，本
月猪板油价格下降影响食用动物油
价格下降3.0%。肥肠和猪蹄价格下
降影响畜肉副产品价格下降3.1%。

甘孜调查队

甘孜5月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1.2%

生猪价格持续低位
带动相关制品价格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