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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5 日虽然已经过去，但对消费者来说，每一天
都应该是“3·15”，消费者的权益时时处处都应当受到保
护。

医药事业事关全市人民的身心健康， 能不能买到
放心药， 是百姓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为了强化社会监
督和舆论监督， 强化医药经营单位的责任意识， 促进
我市各个药店规范管理、 合法经营， 让市民买到放心
药品， 同时给每个药店提供一个展示平台， 《濮阳日
报·健康周刊》 开展 “濮阳药店大家评” 活动。

尊重生命， 关爱健康， 是每一个医药工作者的天
职， 也是《濮阳日报·健康周刊》的宗旨，开展“濮阳药店
大家评”活动正是这一宗旨的具体体现。 请广大消费者
根据自己在各个药店购药的经历， 以对自己和对大家
身体健康负责的态度，将你的喜和忧告诉我们，并请填
写下表，邮寄至《濮阳日报·健康周刊 》编辑部 ，邮编 ：
457000。 热线电话：0393-6662911。 本活动长年开展。

“濮阳药店大家评”调查表
（本表复印有效）

药店名称

是否违法违规经营

是否出售劣质药和假药

是否诱导消费者买药

是否存在变通刷卡现象

服务质量是否优质

是否存在擅自出售处方药现象

生命和健康是每一个老百姓的神圣权利，享受优质
的医疗卫生服务同样是老百姓的权利。 尊重生命、呵护
健康是每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

为提高我市医疗服务水平，促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
系，同时强化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搭建一个医患沟通
的平台， 《濮阳日报·健康周刊》开展“濮阳市医疗卫生
服务质量大家评”活动，为广大消费者和医务工作者广
开言路。 请您根据自己就医的经历，讲述您的高兴事和
烦心事。 无论您是举报或是建议，都是对自己和社会大
众身体健康的负责， 也是对各个医疗卫生单位的负责。
您的每一个声音，我们都会认真倾听。同时，也欢迎医务
工作者畅谈心声。

本次活动， 我们设计了对各个医疗卫生单位服务
质量评价的表格， 请您认真填写， 也可写出您的就医
感受和意见建议， 邮寄至 《濮阳日报·健康周刊》 编辑
部， 邮编： 457000。 热线电话： 0393-6662911。 本活
动长年开展。

“濮阳市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大家评”调查表
（本表复印有效）

医疗机构名称

是否存在开大处方现象 服务态度是否满意

是否存在违规广告 就医环境是否满意

药价是否合理 是否乱增加检查项目

是否存在收红包现象

“濮阳药店大家评”启事

“濮阳市医疗卫生

服务质量大家评”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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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社会各界就我市医疗

卫生方面存在的问题向本刊编

辑部反映 ， 可拨打监督电话
0393-6662911，也可直接与本刊
记者联系。

10月 19日， 看到患病的母亲经过医
护人员细致专业的护理后状态渐好， 王先
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王先生是家里的独生子， 父亲去世多
年， 母亲因一场车祸瘫痪在床， 生活完全
不能自理。 “我和爱人平时工作都很忙，
小孩也需要照顾， 家里这种情况让我心力
交瘁。” 王先生告诉记者， 得知市老年病
医院成立后， 他第一时间前去考察， 最后
决定把母亲送到这里。 “很感谢这里的医
护人员为我母亲提供的专业护理服务， 我
和家人都很放心。” 他说。

今年 3月 15日，市老年病医院在市第
三人民医院挂牌成立， 下辖华龙区黄河路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华龙区人民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 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市老
年病医院是我市首家集医疗、康复、照护、
临终关怀为一体的公立老年病医院。

社会老龄化加速 医养结合势在必行

目前，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
最多的国家， 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
快的国家之一。 调查数据显示， 2015年，
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22亿 ，
占人口总数的 16.15%。 预计到 2020年 ，
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亿，
其中 8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3067万； 到
2025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 3亿；
到 2035年，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
4亿。

与全国形势一样， 截至 2016年年底，
我市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67.15万，
占人口总数的 17.13%， 远远高于 10%这一
国际衡量指标。 我市已进入老龄化快速发
展期。 总体上看， 我市人口老龄化呈现出
规模大、 增长速度快、 高龄化趋势明显、
空巢老人多、 失能老人多、 农村留守老人
多、 养老照护和医养结合需求大的突出特
点。
2016年 9月， 我市被国家确定为全国

第二批医养结合试点市。 市委、 市政府对
医养结合试点市建设高度重视， 把推进医
养结合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促进养老、 健康服务
业发展的总体部署， 出台了推进医养结合
的政策措施、 规划制度和具体方案。 各相
关部门加强协同配合， 落实和完善相关优
惠扶持政策， 共同支持医养结合发展。

构建 “一核三带多点” 健康养老服务
新格局

市老年病医院成立半年多来， 依托市
第三人民医院现有的医疗资源， 服务体系
由以提高老年疾病诊疗能力为主向以生命

全周期、 健康服务全覆盖为主转变， 使老
年人能够获得适宜的、 综合的、 连续的整
合型健康服务， 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 实
现健康老龄化； 积极探索 “医疗+养老”
服务新模式， 按照大病能医、 小病能疗、
无病能护、 居家能养、 平时能教、 临终能
孝 “六能” 的工作目标和规划， 积极推进
医养结合， 打造健康养老 “六能” 医院，
创建 “重病在医院， 慢病在社区， 居家可
康养， 安宁疗护陪伴生命最后一程” 的全
生命周期医养结合服务新模式， 初步形成
以院本部为基地， 以特色科室安宁疗护中
心和 2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骨架， 以日
间照料、 家庭医生签约、 居家上门服务为
支撑的 “一核三带多点” 健康养老服务新
格局。

大病能医。 市老年病医院设有老年全
科门诊、 老年骨病门诊、 老年口腔门诊、
疼痛康复门诊、 体检中心等功能完备、 结
构合理、 设备先进的老年病诊疗区， 为老
年急重症患者提供全方位的医疗服务。 市
老年病医院设有无陪护病房， 主要收治长
期卧床导致压疮且难以愈合的患者， 生活
不能自理、 亲属没有能力护理的患者， 患
有严重疾病、 亲属没有能力照顾的患者。
市老年病医院为患者提供协助沐浴、 喂营

养餐、 气道护理、 翻身、 排泄护理、 陪伴
聊天等医疗护理服务。 截至目前， 市老年
病医院已为老年病患者提供诊疗服务 3万

余人次。
小病能疗。 市老年病医院设立了医学

康复中心 。 医学康复中心建筑面积 4000
平方米， 开放床位 80张， 现有高、 中级
医护人员， 针灸师， 康复师共 18人， 配
备有先进的现代化医疗康复设备。 医学康
复中心主要收治脑梗死、 脑出血等急症得
到控制需要肢体康复的老年患者。 医学康
复中心通过中医治疗方法为脑血管病患者

提供专业的康复治疗， 为有运动、 语言、
吞咽等功能障碍的中风、 脑外伤及脊髓损
伤患者提供科学 、 规范 、 有效的康复治
疗， 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命质量。 截至目
前，该中心已提供康复治疗 1000余人次。

无病能护。 市老年病医院设立了护理
中心，为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提供贴心护
理服务。 护理中心设置养老护理床位 30
张，主要收治病情得到控制的失能和半失
能老人。 护理中心配置了健康评估室、医
疗保健室、心理咨询室、老年人图书室、康
复活动室、休闲娱乐室等。 截至目前，护理
中心提供护理和日间照料服务 1500余人

次。
居家能养。 市老年病医院的 2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居家

养老医疗服务 ， 为老年人建立规范化健
康档案 ， 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
为身患慢性病但生活仍能自理的老年人，
提供疾病预防保健、 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
服务； 对失能、 半失能和长期卧床需要康
复的老年人 ， 提供康复治疗和护理等服
务； 为行动不便的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医
疗服务； 为辖区内老年人就医开通转诊绿
色通道； 为空巢老人、 特扶计划生育家庭
老年人， 免费提供上门巡诊、 陪诊、 代取
药物、 代缴水电气费等服务。

平时能教。 市老年病医院积极推进健
康教育促进工作， 组织专家到老年大学、
乡村、 社区等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积极开
展扶贫活动， 对困难家庭老年人提供免费
健康服务 ； 对困难群众实行 “两免一优
惠” 政策， 诊疗费用给予优惠； 开展心血
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对筛查出的高危人群采取个体化的综合预

防措施， 建立干预管理档案和长期预防机
制， 对预防或减少卒中事件的发生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通过开展健康体检活动， 对
老年人进行 “一对一” 的健康指导， 提高
老年人防病、 抗病的能力。

临终能孝。 安宁疗护中心主要收治疾
病末期患者。 安宁疗护中心环境温馨， 让
患者拥有家一般的感受， 且能享受无微不
至的照护 。 医护人员根据患者的综合评
估， 不断调整患者的照护方案， 减轻患者
的痛苦， 使其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积
极与患者家属沟通， 就患者的最佳治疗方
案达成共识； 做好健康教育， 让患者和家
属正确对待生老病死这一自然规律； 宣传
和推广生前预嘱。 截至目前， 该中心已提
供安宁疗护服务 27人次。

让老年人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成为现实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是老年人幸福生
活的根本需求和保障。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的医疗、 护理需求。
市老年病医院成立以来， 为老年人提供了
更加精细化的健康管理， 解决了一些家庭
的养老难题， 极大地提高了我市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 让老年人对幸福生活的期盼成
为现实。

“未来， 我们期望市老年病医院能给
龙都老年人带来更多健康和活力， 让每一
位患者远离病痛折磨， 让每一个家庭减轻
养老压力， 让濮阳这座年轻的城市远离人
口老龄化带来的危机， 始终散发着勃勃生
机。” 市老年病医院有关负责人称。

医养结合 给老年人一个幸福晚年
———市老年病医院建设综述

本报记者 管淑颖 通讯员 葛春仙

本报讯 为落实扶贫政策 ，切
实做好扶贫济困工作， 普及眼科
健康知识， 增强大家的防病治病
意识 ，近日 ，市眼科医院 （市第二
人民医院） 组织医务人员到南乐
县元村镇刘家庄村、 清丰县古城
乡官路边村、 清丰县阳邵乡后寒
泗滨村开展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 问诊咨询的群众
络绎不绝。 医务人员耐心细致地

为群众进行视力检查、 裂隙灯检
查和眼底检查等， 还为现场群众
讲解了常见眼病的预防和治疗知

识， 发放了眼健康宣传资料。
大家纷纷表示， 通过义诊了

解了自己眼部健康状况， 受益匪
浅。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义诊 300
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600余份。

（史乃英）

本报讯 10月 24日上午 ，市
中医院门诊大厅上演了一场真实

版的《生死时速》。
当日 9时 10分，该院心内科

副主任医师程全周正在接诊一位

89岁的老人。 在程全周给老人把
脉的时候，老人突然意识模糊，口
吐白沫，心脏骤停。 程全周立刻对
老人进行急救， 并第一时间通知
急诊科人员前来协助。

急诊科医生李瑞琢、 护士黄
长安带上急救物品迅速赶到现场

投入抢救。 医生、护士对老人轮流
进行心肺复苏、除颤抢救。 麻醉科
副主任赵同军快速进行气管插管。
护士第一时间在老人颈外静脉及

上臂建立通道，准确执行医嘱注射
肾上腺素、多巴胺等。

按照常理，老人被抢救回来的
希望很渺茫，但在场的医护人员都
没有放弃。 30分钟后，老人心跳恢
复，循环趋于稳定。 在全面评估老
人的病情后，医护人员将其转入重
症监护室进行下一步治疗。 （本通）

中国罕见病联盟近日在北京成立，旨在推动医学在罕
见病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提升罕见病防治与保障水
平，促进罕见病临床、科研与“孤儿药”开发的协同创新。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表示，中国罕见病联
盟成立有利于整合我国罕见病防治资源， 调动医疗机构、
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医药企业等方面的积极性，集中产学
研优势，提高罕见病治疗水平。

中国罕见病联盟是经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

局同意，由北京协和医院、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中国医院
协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共同发起，50余家具有罕见病
相关专科的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联合组
成。

据介绍，2016年年底，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联合全
国 20家具有丰富罕见病资源的大型医院， 启动了 “十三
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罕见病临床队列研究项目。 2017
年，北京协和医院开设罕见病专病门诊。 在中国罕见病联
盟的助推下，我国罕见病研究事业将加速驶入快车道。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局长张宗久表示，将
进一步推动罕见病管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研究探索促
进罕见病规范化诊疗新路径，提高疾病诊疗和新药研发水
平，努力为罕见病患者提供及时、高效的医疗服务。

中国罕见病联盟成立大会还发布了《中国第一批罕见
病目录释义》。

据新华社

中国罕见病联盟成立

市眼科医院

开展下乡义诊活动

全力救治心肌梗死患者

市中医院

10 月 29 日， 我市又一家二级综合医院———濮

阳广慈医院激情亮相，开诊纳患。当日上午 10 时 08
分，位于濮阳县长庆路与昌盛路交叉口的濮阳广慈
医院举行开业典礼。

据了解，濮阳广慈医院是一所集医疗、预防、康
复为一体的二级综合医疗机构， 总投资近 5000 万
元。 董献超 摄影报道

揭牌。

典礼现场。

濮阳广慈医院开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