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23 年 10 月 17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张蕾A6 资讯

□记者 郑伟元

本报讯 日前，川汇区城市医院健康服务集团成
立暨签约授牌仪式在周口市人民医院举行，川汇区卫
健委相关领导、全区所属医疗机构负责人等 130 余人
参加。

仪式上，川汇区卫健委副主任梅杰表示，川汇区
城市医院健康服务集团的成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区
委、 区政府关于全面加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求，进
一步优化整合川汇区医疗卫生资源，提升全区医疗卫
生综合服务能力。集团成立后，将开展大型设备共享、
新技术项目共建、人力资源共享、对患者进行转诊会
诊，以及开展科研合作等工作。

周口市人民医院院长赵高洋代表川汇区城市医

院健康服务集团表态发言。他表示，将坚定信心、提振
精神，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全力将各项工作做实做
细。坚持公益属性，尽最大努力提高群众健康水平，降
低群众就医成本；实现互惠共赢，真正让医务人员受
鼓舞，基层卫生得发展；让分级诊疗实现无缝对接，制
订个性化的疾病转诊目录， 及时上转及下转病人；提
高基层医疗技术水平， 分期派驻医疗团队到基层帮
扶，为基层医院定期培训医疗骨干；要服务全市大局，
统筹整合各种资源，以严格的标准、过硬的作风、昂扬
的精神面貌，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降低群众就医成本 分级诊疗无缝对接

川汇区城市医院
健康服务集团成立

10 月 11 日，记者从省医疗保障局获悉，河南精
准实施低收入人口医保帮扶，今年 1 月至 8 月，全省
医保部门累计向民政、 乡村振兴部门反馈返贫风险
人员预警信息 12.17 万人次，致贫风险人员预警信息
89.33 万人次。

省医疗保障局依托河南省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

台，不断完善与民政、乡村振兴部门低收入人口信息
的互通共享。 目前，该局已实现覆盖全省、统筹城乡、
分层分级、部门协同、定期更新的低收入人口人员信
息和医疗费用支出情况动态监测。 医保部门即时在
医保信息平台上为新增、 变更的医疗救助对象准确
标识相应类别，按规定落实基本医保待遇、大病保险
倾斜保障待遇、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待遇等。 对于具有
多重身份的医疗救助对象，待遇从优、就高不就低。
一个自然年度内， 资助参保对象身份类别发生变动

的，已享受的倾斜保障待遇年内不作调整，并按较高
待遇享受至当年年末。

另外， 河南各地医保部门充分利用医保结算平
台数据，每日动态监测预警，将经基本医保、大病保
险、医疗救助报销后年度内个人政策范围内，医疗费
用累计负担超过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50%、实
际累计负担医疗费用超过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0%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防
止返贫监测帮扶对象， 以及政策范围内个人累计负
担超过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0%、个人实际负
担医疗费用超过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0%的
普通参保人员，纳入监测预警机制。如果参保人员个
人累计医疗费用负担超过监测标准的， 各地医保部
门每月还会将有关信息反馈至民政、乡村振兴部门，
实现信息共享。 （据《医药卫生报》）

我省精准实施低收入人口医保帮扶

□记者 李鹤

本报讯 为构建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
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
监管模式，10 月 12 日，市卫健委联合市市场监管局
对中心城区生活超市开展“双随机、一公开”跨部门
联合检查工作。

当日，在中心城区一家超市内，记者看到，市卫健
委工作人员认真检查超市内的卫生状况，市市场监管
局 工作人员对超市的主要登记事项、是否亮证经营、
即时信息公示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此次联合检查，
我们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河南部门协同
监管平台）‘双随机监管’模块，在临港开发区和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登记注册的 28家生活超市中随机抽
取 8家超市作为检查对象，再随机抽调两家单位的 4
名工作人员开展联合检查。 检查结束后，我们会将此
次检查的结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进行

公示。 ”市卫健委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双随机、一公开”是指在监管过程中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
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此次检查严格按照《关
于贯彻落实河南省 2023 年度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
公开”抽查计划的通知》实施。 “此次联合检查，进一
步规范了辖区内生活超市管理秩序， 是深化 ‘放管
服’ 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监管效能的有效举
措。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说。

“双随机、一公开” 规范超市管理秩序

近日，省卫健委以案释法监督执法能力提升培训班（周口站）在周口市体育宾馆开班，许昌市、漯河市、周口
市的新入职及未曾办理一般程序案件的卫生监督员参加培训。 在为期两天的培训中，授课专家着重提升参加培
训人员的办案技巧、执法文书制作、案例分析研判等实际操作技能。 此次培训，对提升全体参培执法人员的执法
办案能力、增强卫生监督执法工作效能起到了积极意义。 记者 郑伟元 摄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患者安全专项行动
方案（2023—2025 年）》（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
出，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利用 3 年时间，进一步健
全患者安全管理体系，完善制度建设，畅通工作机制，
及时消除医疗过程中以及医院环境中的各类风险，保
障患者安全；连续 3 年，每年至少完成 1 轮全院巡检
排查和全院患者安全专项培训；至 2025 年年末，每百
出院人次主动报告不良事件年均大于 2.5 例次，低风
险病种住院患者死亡率进一步降低。

《方案》重点聚焦医疗服务相关患者安全问题并
提出明确要求，主要包含 3 个方面 12 条具体措施：一
是确保医疗服务要素安全，要求医疗机构加强药品、
耗材、医疗设施设备、人员等医疗服务要素的安全管
理，规范整体流程、排查风险隐患。 二是保障医疗服
务过程安全， 要求医疗机构加强日常诊疗、 检查检
验、急诊急救、院内感染控制、深静脉血栓预防等医
疗服务过程的安全管理， 同时做好诊疗信息的保护
与应急处置。 三是优化患者安全管理机制，要求医疗
机构健全常态化管理体系， 完善不良事件报告处理
机制，并在机构内提升安全意识、营造安全文化。

《方案》要求，在强化检查检验安全管理方面，重
点关注无痛检查、内镜检查、有创检查、运动平板试
验、磁共振、增强显像或造影等高风险、耗时长或有
特殊要求的检查检验项目；在诊疗服务过程中，严格
把握禁忌证和适应证，严格执行查对制度，防止诊疗
对象、部位、措施发生错误，重点关注孕产妇、儿童、
老年人、精神或意识障碍患者等特殊人群的情况；积
极开展用药全过程管理，防止发生药物使用禁忌、配
伍禁忌、药物渗漏等情况；严格落实医院感染管理要
求，对接受手术治疗、中心静脉插管、呼吸机辅助呼
吸、长期卧床等高风险患者，实现全覆盖监测管理；
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建设应急救治一键呼叫系

统，组建相对固定的队伍负责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等
应急处置。

《方案》还配套发布了患者安全专项行动监测指
标和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分级分类标准。

（据《健康报》）

患者安全专项行动方案发布
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用 3年时间健全患者安全管理体系，每年至少完成 1轮全院巡检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