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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市正值汛期，易发生暴雨洪
灾，暴雨和洪水过后，各种污物随水流动，
蚊虫滋生，水源和食物易受污染，再加上
受灾百姓心理生理双重疲劳导致的免疫
力下降，这些因素可能会引发传染病和相
关疾病。连日来，市疾控中心陆续发布健
康提示，洪涝灾害后，市民要注意饮食、饮
用水、环境等卫生安全，提高防病意识，如
果感觉身体不适，出现发热、呕吐、腹泻、
皮疹等症状，要尽早就医。

在饮用水卫生安全方面，因为洪水
中存在动物尸体、粪便、垃圾等各类污染
物，洪水污染的井水、自流水或泉水均不
能直接作为生活用水使用，洪灾期间，如
果人力物资均不能满足水源处置，饮用
宜选用桶装水或者供水车提供的水，生
活用水要对水过滤并使用含氯消毒剂消
毒后方能使用；如果供水暂时不能正常，
一定不喝生水，要消毒并且烧开；装水器
具必须干净，并经常倒空清洗；取水点远
离粪便、垃圾、污水等；对混浊度大、污染
严重的水，先加明矾澄清，然后再消毒；
发放的饮用水消毒剂（漂精片、消毒泡腾
片）必须放在避光、干燥、凉爽处存放（如
用棕色瓶拧紧瓶盖）；自来水水管或水龙
头如被污染，在退水后也应充分清洗管
路，如果是集中供水，也应让水流动一段

时间，让已经消毒的水冲洗管网，并且住
户要做好水龙头的消毒工作，可使用含
氯消毒剂擦拭消毒。

受洪涝灾害影响，一些动物比如老
鼠、苍蝇、蚊子生存环境也会受到影响，
加上饮水、食物供应的问题，容易引起一
些虫媒传播的疾病或自然疫源性疾病如
流行性出血热、肠道传染病，如细菌性痢
疾、其他感染性腹泻等，还有一些污染导
致的接触类疾病如出血性结膜炎（俗称
红眼病）；从个人预防角度来讲，要注意
饮食卫生，要保证处理与保存食物的锅
碗工具都干净无污染；要选择安全卫生
的食材，不吃被污水浸泡过的食物，不吃
淹死、病死的禽畜、水产品，不生吃水产
品；在食品加工过程中，食物一定要彻底
煮熟煮透以杀死可能存在的病原体，生
吃瓜果蔬菜时用洁净水洗干净再吃；要
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剩饭剩
菜及时冷藏保存，再次食用时要彻底加
热，不到无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摊位购买
食物；注意个人卫生，不用手，尤其是脏
手揉眼睛。个人的毛巾与脸盆应单用，
如果不得不与急性出血性结膜炎（俗称
红眼病）病人共用脸盆，则应让健康人先
用，病人后用，用完以肥皂将脸盆洗净，
并常用消毒剂浸泡消毒。及时就医，如

果 感 觉 身 体 不 适 时 ，要 及 时 找 医 生 诊
治。特别是发热、腹泻病人，要尽快寻求
医生帮助。遵医嘱，配合传染病隔离，注
意药物使用方法。另外，由于存在一些
集中安置的场所，呼吸道传染病也容易
出现，如流行性感冒、麻疹、水痘、肺结核
等，要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居民应注意个
人卫生与环境卫生，勤洗手，勤通风，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人群聚集，对于
患者要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防止疾病
传播。

在灾区环境卫生整治方面，首先要
及时清理灾区的积水，污泥与垃圾。对
室内外的环境进行全面消毒处理，杀灭
可能存在的病原体，做到先清理，后消
毒，再回迁。居民生活污水与垃圾定点
倾倒投放，不乱扔垃圾，不随地大小便，
减少蚊蝇滋生。苍蝇和老鼠都是病原体
的携带者，要加强防蝇灭蝇，灭鼠防鼠的
工作。建议居民在住所内安装纱门、纱
窗、蚊帐等防蚊、灭蝇设施，并使用蚊香、
气雾罐、蝇拍等家庭灭蚊蝇方式进行预
防。抗洪值守人员应配备防蚊帽、穿长
袖衣裤，裸露部位可喷涂驱避剂。建议
使用高效、安全的抗凝血杀鼠剂灭鼠，死
鼠及时搜寻并集中深埋焚烧，并在居民
家中喷洒杀虫剂，消灭离开鼠体的游离

蚤等寄生虫，做好鼠虫并灭。
灾害时期，特殊人群的护理尤为重

要，应当为老、弱、幼以及病人尽量营造较
好的环境，减少伤残和死亡。确保老年人
居住环境的安全，保持地面干燥防滑，以
防跌倒；要定期监测老年人的健康指标，
及时发现并处理健康问题，并且要给予老
年人一定的情感关怀，减轻焦虑与恐惧情
绪。儿童在灾害期间应始终处于成年人
的监护之下，防止走失或发生意外；教导
儿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不喝
生水等。病人保持病情稳定，并提供适宜
的生活环境，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病情
严重者及时送往医院就医。

此外，市疾控中心专家还提醒广大
市民，灾害发生后，受灾群众经历灾害后
可能出现恐惧、悲伤、愤怒、焦虑、无助等
情绪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应激反应。
受灾群众要接受自己的情绪，学习一些
自我调适的方法，逐渐处理这些情绪。
比如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获得情感上的
支持与理解；保持规律的生活习惯来减
轻心理压力；避免过度关注负面消息，保
持一个良好的心态，降低自身的心理负
担。如果情绪反应过于强烈或长时间未
恢复，应向精神科医生求助或到心理危
机干预机构咨询。

洪灾过后要做好健康防护
本报记者 巩琳璐

7月 19日，持续暴雨导致山阳县南宽坪镇河水暴
涨，部分农田、房屋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南宽坪镇
卫生院迅速成立“7·19”暴雨灾后卫生应急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医疗救治组、消杀工作组、健康教育组和后
勤保障组，4 个小组各司其职，协同作战；所有医护人
员 24小时待命，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加强
内部及外部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将每一项任务
细化到人，确保卫生应急工作落实到位。

南宽坪镇卫生院院长曹正权说：“在接到上级随
时撤离指令后，卫生院立即派出医护 4 人，组成 2 支
医疗保障组，派驻撤离点为撤离群众提供医疗保障，
对在院病员及家属 27 人，安排医护人员分组负责做
好撤离准备。”

7 月 20 日，南宽坪镇卫生院成立由公卫、医疗、
护理人员组成的 4 支小分队，深入辖区 14 个村开展
查灾、巡回医疗、防疫宣传、消毒指导工作，当日查出
受灾村卫生室 9个，其中严重受灾 1个。

“在排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安门村卫生室受灾尤
为严重，已无法正常开展医疗工作，就立即派员在安
门村设立临时医疗救治点，确保受灾群众能够及时得
到救治。”曹正权说，目前安门村卫生室所已全面启动
重建工作，卫生院派出医护人员、配齐常用药品，为群
众提供正常医疗服务。

连日来，南宽坪镇医护人员一直坚守受灾一线，

为受伤群众提供紧急医疗救治，同时对灾区进行清理
和消杀，消杀面积达 4 万多平方米，有效阻断了灾后
病菌传播。

在做好医疗保障工作的同时，南宽坪镇卫生院
高度重视辖区群众及救援人员的健康安全，及时安
排人员对辖区内医疗机构的急救、防暑等药品进行
统一管理，确保药品供应充足、使用合理。整合全
镇卫生应急物资及药品，为灾民及支援工作人员免
费提供藿香正气水等 30 多种药品，价值 1.5 万多
元；为救援工作人员免费提供口罩、消毒液等应急
物资，价值近 3 万元；出动救护车等工作车辆 200
多趟次。

为了全面提升灾后防病能力，南宽坪镇卫生院
就洪涝灾后防病相关知识对全院职工及村医进行了
专业培训。同时，动员村委会及志愿者每天通过发
放宣传册、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大力宣传洪涝灾
后的防病知识。目前，辖区群众健康状况稳定。

战洪魔，显仁心。在抗洪救灾中，我市很多医
疗队员坚守一线，不顾个人安危，守护着人民的生
命 健 康 。“ 洪 水 来 临 时 ，我 们 也 会 害 怕 ，但 不 会 退
缩，因为我们是医生。在我看来，无论是治病救人
还是抗洪救灾，都是因为敬畏生命，多年的从医经
历‘医者仁心’这几个字早已深深地刻在我们的骨
子里！”曹正权说。

“医”心为民 守护健康
本报记者 张 英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冲）串换药品刷卡
结算、药品回流再流通是造成医保基金安全“漏
洞”之一。近期，丹凤县强力推进追溯码信息采
集工作，全县定点医药机构医保药品追溯码信
息采集工作实现“全覆盖”。

加强组织领导强推进。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制定工作方案，成立工作专班，召开“定点医
药机构监管系统追溯码相关业务视频培训会
议”，组织县、镇、村三级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强
力推进医保药品追溯码信息采集工作。成立 3
个工作小组，分赴 12 个镇办各定点医药机构，
对前期接口改造工作进行检查指导，了解接口
改造建设进度，同时帮助解决信息采集和接口
改造工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组织工
作进度快、操作熟练的医药机构业务人员，到
部分进度相对滞后的医药机构直观演示培训，
现场指导梳理药品库存，完善各类编码信息，
确保每一笔上传的追溯码信息完整准确。

突出沟通协调推进度。对照省市药品耗
材追溯码信息采集工作要求，主动靠前作为，
密切与卫健部门沟通联系，采取 HIS 系统的定
点医院和全体零售药店诊所推进开展，突出接
口改造。定期调度各定点医药机构工作进展
情况，分析研判存在问题，研究制定工作推进
具 体 措 施 ，倒 排 时 间 节 点 ，全 力 加 快 工 作 进
度。从 6 月 21 日起，每天通报各定点医药机构
追溯码信息上传进度，对已完成的予以表扬，
提醒规范操作流程，确保上传数量和质量。对
存在观望心态及畏难情绪、工作进度滞后的医
药机构，派专人上门督导，督促加快工作进度，
按要求限期完成追溯码信息采集工作。

建立联动机制促长效。建立医保联席会议
制度，与税务部门协同，扩大参保覆盖面，落实
医保基本政策。突出“三医联动”，与卫健同向
联动，完善基卫 HIS 系统信息对接，落实定点医
疗机构医药费控费主体责任。与市监部门协
作，监督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严格落实药
品耗材购销存管理，规范药品追溯码赋码和追
溯，打击药品耗材串换行为。始终保持医保基
金监管高压态势，与纪检监察部门形成合力，从
严查处医保领域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和不正之
风，强化医保药品追溯码信息追溯、药品价格比
对、药品耗材集采及购销存管理等功能，运用医保违法案件查处成
果，引导定点医药机构从思想上、行为上规范遵守医保管理规定，
让参保群众享受更好更高质量的医保服务。

目前，全县两定机构 417家，医保药品追溯码信息接口改造到
位率 100%，医保药品追溯码信息采集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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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洛南县卫健局组织县医院、中医医院、妇幼保健院、疾控
中心等7家单位，在县体育场开展以“传承千年智慧 守护群众健
康”为主题的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活动，为群众免费提供查体问诊、
推拿、拔罐等服务。 （本报通讯员 张军峰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李 力）为提高广
大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水平，培养健
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7 月 18 日，丹凤
县妇幼保健院与武关镇北赵川卫生院联合
开展“两癌”（宫颈癌和乳腺癌）免费筛查工
作，为当地妇女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当天，县妇幼保健院与武关镇北赵川卫
生院抽调了经验丰富的医疗专家和技术骨
干组成筛查团队，携带专业医疗设备，深入
北赵川辖区，为妇女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
筛查服务。在筛查现场，参检妇女有序排队
登记，医务人员详细了解其基本情况及相关
病史，认真为适龄妇女进行宫颈癌、乳腺癌
检查，同时还向参检的妇女们宣传预防乳腺
癌、宫颈癌以及妇科常见疾病知识，耐心解
答相关疑问，引导她们树立“防”重于“治”的
健康理念。

“以前总觉得去医院检查麻烦，这次在
家门口就能做这么全面仔细的检查，真是太
方便了！”一位刚做完检查的村民感激地说。

截至目前，本次“两癌”筛查工作已为
93 名妇女提供了服务，得到了广大妇女群
众的一致认可。“‘两癌’筛查，不仅提高了
妇女的健康意识，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
治疗，也让广大妇女切实感受到了党和政
府 的 关 爱 以 及 医 疗 卫 生 服 务 的 实 惠 。 今
后，我们将加大宫颈癌和乳腺癌筛查工作

的宣传和推广力度，把这项工作作为关爱妇女、促进妇女
健康的一项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农村妇女健康水平和生
活质量，为更多妇女的健康保驾护航。”武关镇北赵川卫生
院院长许广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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