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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我市疾病预防控制战线广
大干部职工深入贯彻落实“十三·五规
划”中卫生改革发展的新思路、新目标，
统一思想、改进作风、攻坚克难、团结奋
进，免疫规划工作扎实推进、传染病防控
工作平稳有序、卫生应急工作不断加强、
慢性病、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治工作成效
显著、公共卫生监测工作进一步加强，有
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2018 年，我市大力开展预防接种规
范管理专项活动，下发疫苗145万余支，
共为适龄儿童免费接种 I 类疫苗 180 万
剂/次，有效地保护适龄儿童的健康。加
强麻疹查漏补种工作，促进了以麻疹为
重点的各项免疫规划业务工作落实。
2018年我市麻疹疫情处于较低水平，较
2017年同期下降了54.55%；继续保持无
脊灰状态，AFP（急性弛缓性麻痹）监测
各项指标基本达标。

2018年，全市传染病疫情总体平稳，
传染病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1.96%。一
年来，我市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扎实开展以霍
乱、手足口病、流感、肺结核、艾滋病等为主

的重点传染病监测，加强传染病网报管理，
密切注视疫情动态，严守传染病暴发疫情
底线，全年未发生霍乱疫情、未报告人感
染H7N9禽流感病例。手足口病病例比
去年减少了26.08%，无死亡病例，狂犬病、
流行性出血热等发病率均处于近年较低水
平。同时，积极将艾滋病“四免一关怀”政
策落到实处，继续加强高危人群干预，扩
大检测力度，最大限度地发现病人，全年
共完成HIV抗体初筛检测100余万人次，
艾滋病诊疗转向定点医院工作基本完成。

去年，我市不断加强卫生应急能力
建设，实行24小时疫情值班，及时分析疫
情动态，科学研判疫情态势，认真做好汛
期防疫工作准备。全市共报告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15起，全部事件通过现场调查
与科学处置，无死亡情况发生，同时还采
取了有针对性预防控制措施，及时控制
和消除了事件危害和不良影响。

2018年，我市进一步推动健康素养项
目工作，建立和完善包括死因监测、慢性
病及危险因素监测、肿瘤登记、心血管事
件（冠心病、脑卒中、急性心肌塞）等的慢

性病监测系统。全市组织开展健康教育
宣传活动10余场，展出宣传海报、展板等
100余块，宣传人数5万余人。同时，扎实
开展以碘缺乏病为主的地方病防治工作，
组织全市碘缺乏病尿碘检测技术培训班，
提高检测质控能力，市本级及各县市区参
加了国家尿碘外质控考核，结果全部合
格。疟疾“三热病人”血检完成3774人份，
完成全年任务的100.3%。

2018 年，我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
预警能力稳步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覆盖 12 个县市区，55 个哨点监测医院。
全市全年共完成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样品
11 大类、260 份，监测项目 1171 项；食品
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样品160
个，监测项目1636项。同时，还进一步加
强城乡饮用水水质监测，每月定期对市
区桂花渡、城西、西直街3个自来水厂管
网末梢水的 30 个监测点采样常规（7 项
指标）监测，共计采样 360 份，检测指标
2520 项，合格率 100%；出厂水每半年采
样检测一次水质全分析，共计采样6份，
检测指标288项，合格率100%。

坚守在邵阳百姓健康的第一线
——2018年我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李睿佼

邵阳日报1月23日讯（通
讯员 李定军 刘金春）1 月
23日，邵东县人民医院召开誓
师动员大会，正式吹响创建“三
级综合医院”的铿锵号角。

会上，该院党总支书记邓
爱民宣读了《邵东县人民医院
创建“三级综合医院”工作实
施方案》，明确了创建工作组
织机构、目标任务、实施步骤
和工作要求，提出精心组织，
奋力攻坚，争取在2020年6月
底将该院创建成为现代化“三
级综合医院”。

对照“三级综合医院”的
标准，邵东县人民医院将重点
抓好《湖南省县域三级医院验
收标准及细则》32个项目885
个验收要点，突出检查日常行
为规范、核心制度落实情况和
技能操作水平，坚持标准、强化
职责、提高执行力，分厘必争，
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
建结合、提升内涵”的目的，最
终实现医院办院水平大提升，
以更完善的就医条件、更精湛
的医疗技术、更优质的医疗服
务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邵东县人民医院：

吹响创建“三级综合医院”冲锋号

吸毒会让人体组织、器官
发生紊乱，导致体质下降，严
重时会因呼吸中枢麻痹、衰竭
而死亡；吸毒会导致爱滋病、
性病、肝炎和肺结核等严重传
染病蔓延；科学和实践证明，
吸毒还会导致精神、心理异
常、智力衰退、冷漠孤独、人格
扭曲、甚至心理变态，会使个
人和家庭的经济，因为高额的
毒资，而受到重大的损失。

常见“新型毒品”有冰毒、
摇头丸、K粉等。但还有一些
是大家不熟悉，有的掺入这些
常见毒品并伪装成“奶茶”“开
心水”以饮料形式出现的人工
合成毒品。新型毒品的“娱乐
性”的假象在很大程度上掩盖
了其“毒”的本质，很多人认为
危害性不大往往会在他人的
诱惑或者自身好奇心的驱使
下尝试新型毒品，这也使得新
型毒品迅速蔓延的原因。其
实这个新型毒品的定义实在
是模糊的不能再模糊了，不如
我们一起看看，被滥用的药
物，到底有哪些是新型的？

“开心水”：
也叫HAPPY水，是一种新

型液态毒品。它呈无味、透明、
液态状毒品，是由冰毒、摇头丸、
氯胺酮等新型毒品混合而成。

特征：1.开心水隐蔽性很
高，因为呈现出液态，所以用
任何容器都可以盛放，甚至用
矿泉水瓶就可以携带，从外观
上看与普通饮料无异。2.吸
食“开心水”不需要激烈的音
乐刺激和热闹的氛围，无色无
味的液体特性使更多人在无
意中成为毒品吸食者。

“奶茶”:
是一种新型混合毒品，遇

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
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
都相似。此类新型毒
品迷惑性很强，毒品效
果持续时间较长，对吸
毒人员极具诱惑力。

特征：1.外在形态

粉末状，与咖啡奶茶相似；2.
多用奶茶、咖啡、茶叶包装掩
饰；3.用开水调和后即可吸
食，也可与其他饮品混用；4.
主要成分是氯胺酮、MDMA
等，作用与K粉、冰毒相似，使
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

止咳水：
是指含有复方可待因成

分的止咳药水，长期服用这种
含有复方可待因的止咳药可
形成精神依赖，这种依赖丝毫
不亚于毒品吸食者对毒品的
精神依赖程度。一旦得不到及
时引用，上瘾者会出现身体痉
挛、抽搐以及精神狂躁等现象，
戒断症状类似海洛因毒品，过
量服用会导致精神病、昏迷、心
跳停止，甚至窒息死亡。

注意：止咳水是一种处方
药，如果病后遵医嘱服用是不
会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滥用，
毫无节制地服用，那确实有可
能成瘾，对身体造成危害。

医生提醒：“止咳水”过度服
用易上瘾，具有毒品同等危害。

“浴盐”：
又称“丧尸浴盐”，是一种

新型的致幻剂，颜色斑斓。实
际上是一种高效精神类药物
——卡西酮的高纯度结晶。
警方介绍，“浴盐”是现今最厉
害的毒品。食用后会感觉自
己是个巨人，并且刀枪不入，
想要啃食他人。

特征：MDPV是当前在欧
美兴起的迷幻药，初时人们以
其外形如同海盐，称之为“浴
盐”，服食MDPV后做出类似
丧尸咬人行为，因 MDPV 会
增加脑部多巴胺及去甲肾上
腺素分泌，从而令人兴奋，同
时出现幻觉、妄想，还变得孔
武有力，最恐怖是令人产生暴
力倾向。 （万 文）

如何识别伪装性极强的新型毒品

近日，我市12台县级食品
安全快速检验车已全部配备到
位并投入使用。据相关人员介
绍，这批快检车配有食品安全检
测仪、农药残留分析仪等仪器设
备，可用于超市、果蔬批发市场、
食品收购加工点等场所的食品
和农副产品安全检测。与此同

时，这些检测仪器可有效解决
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等有
毒、有害残留物质超标的问
题，为我市各县市区食品安全
快速检测创造了良好的硬件
条件。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王韬 金锦 摄影报道

1月24日，双清区石桥街道卫计办组织工作人员对辖区10户特困失独家
庭进行春节慰问，给他们送去过节慰问金和春联，让这些特殊群体在节日里感
受到社会关爱。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钟能 摄影报道

2018年以来，市卫生健康委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安排，紧紧围绕让贫困
人口“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方便看病、少
生病”的总目标，以“大病集中救治一批、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
批”为牵引，以落实“先诊疗后付费”和“一
站式”结算服务为抓手，扎实做好健康扶
贫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按照上级“不缺一人、全面覆盖”的要
求，2018年，我市多次指导督促各县市区
组织专门力量进村入户、逐门逐人核查，
摸清帮扶底数，并定期派人抽查核准情
况，不断更新健康扶贫信息系统数据，提
高数据精准度。目前，我市12个县市区因
病致贫返贫人员核准率均已达到100%。

通过落实“三提高、两补贴、一减免、
一兜底”等综合保障措施，我市大力推进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
政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全覆盖，对基本医
疗保险、扶贫特惠保个人缴费进行补助，
实现了贫困人口就医报销比例全面提
高。截至2018年12月30日，我市贫困人
口医疗累计发生救治费用67295.00万元，
其中自费部分6613.31万元，报销比例达
到了 90.17%，较之 2017 年提升 8 个百分
点，目前在全省范围内处于上游水平。

为进一步优化、简化贫困人口就诊

程序，2018年，我市统筹基本医疗保险、
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医疗救助、医院
减免、政府兜底等多重医疗保障政策，在
12个县市区先后建立了“一站式”结算服
务中心，在各定点医院均设立了绿色窗
口。“一站式”结算服务中心按照“统一保
障范围、统一政策要求、统一资金专户、
统一经办服务、统一结算流程、统一转诊
备案、统一信息化建设标准”的原则，通
过绿色窗口，针对贫困人员住院实行“先
诊疗后付费”，出院“一站式”即时结算服
务。同时，在为每位农村贫困人口发放
一张健康卡（记录健康状况和患者信息）
的基础上，增发一份看病就诊指导表，明
确提出贫困人口患者诊疗指导意见，让
患者明白去哪看病、看什么病等，切实提
高就诊效率。

2018年，我市全面组织实施“大病集
中救治一批、慢病签约服务管理一批、重
病兜底保障一批”行动计划。大病集中救
治任务超额完成。截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全市累计核准国家确定的4类9种大
病贫困患者3882例，已救治3834例，救治
率达 98.76%，超额完成国家规定达到
90%的目标。我市扩大尘肺病、重性精神
疾病、肺结核、艾滋病、血吸虫病5种大病
贫困患者救治面，累计核准12482例，已救

治12241例，救治率达98.07%。慢病签约
服务管理全面开展。截至2018年12月30
日，全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签约服务覆盖
人数154172人，已签约154172人，签约率
100%。重病兜底保障机制全面建立。全
市累计核准重病兜底覆盖3410人，已救
治3375人，救治进展为98.97%。各级救
治定点医院认真落实贫困人员住院实行

“先诊疗后付费”和四类9种大病“一减免”
政策，2018年已经减免435.44万元。

为确保政策宣传到村、到户、到人，
分别开展了驻村帮扶干部、村“第一书
记”、乡村医生、村计生专干健康扶贫政
策培训班。印制了近20万册《健康扶贫
政策宣传资料》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健
康扶贫明白卡，送到了全市所有贫困家
庭手中、张贴在贫困户家门口和各医院
及公共场所。通过实时更新“村村响”宣
传资料，把最新的健康扶贫政策播放给
老百姓。2018年重新对贫困人口信息再
核实核对，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医疗
保障情况以村为单位公示，在村卫生室
设立健康扶贫政策宣传栏，提高了广大
农村群众健康扶贫医疗保障政策知晓
率。随着健康扶贫各项政策落地实施，
贫困人口获得感越发显著，群众满意度
逐步提高。

出招有实效 服务见真情
——2018年我市健康扶贫工作综述

邵阳日报记者 贺旭艳 通讯员 唐晓明

1月23日上午，78岁的赵峰老人通过手
机上的“正康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发出呼叫，预
约当天由市正康智慧养老研究所提供的上门
针灸服务。“我已经很多次通过这个平台预约
服务了，真的很方便、快捷。”赵峰老人说道。

随着社会老龄化加剧，养老成为每个家
庭都要考虑的事情。许多老人不愿去养老院
养老，在家养老难免会出现疏忽。对此，2016
年底，邵阳正康智慧养老研究所开发了具有完
整信息化应用系统的“正康智慧养老服务平
台”，居家老人只要通过平台终端（电话、手环、
手机、呼叫按钮、居家安防设备等）发出服务需
求，就可以享受到涉及生活帮助、日间照料、精
神慰藉、紧急救援、主动关怀、康复护理、活动
娱乐、法律援助等各类居家养老服务，让老人
们住在家中，就能享受养老院般的服务。

据统计，仅2018年，邵阳正康智慧养老
研究所通过平台服务，完成了大祥、双清、武
冈、邵阳县、洞口、隆回等区县17600位失能
和半失能老人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工作，探
索性地吸纳2000多位自主购买服务的老人，
有效解决了失能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日
间照料的服务。 （伍 洁）

智慧养老让老人足不出户得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