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7 日，由我市各级卫生健康部门及多家医疗机构相关负责人组成的观摩团到周口市中心医院，考察观摩该院便民
就医服务项目落地情况及急救中心、互联网医院建设情况。 随后的“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工作推进会要求，各医疗
机构要统筹推进下半年工作，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贯穿年度工作始终，把具体工作安排好、落实好，确保年度各项重点工作任
务如期完成。 刘伟 摄

□记者 郑伟元

50 岁的李娜
家住川汇区，2009
年开始参加无偿

献 血 ，2010 年 开
始捐献机采血小

板，多次获得无偿
献血奉献奖，至今
已参加无偿献血

14 年。
2009 年 3 月

7 日，李娜无意间
在街头看到了一

辆采血车，好奇的
她走上车，被工作
人员的热情服务

打动，便怀着紧张
的心情尝试第一

次 献 血 。 献 完

400ML 血 液 后 ，
她没有感觉任何

不适。 “献血不可
怕，只需小小勇气。 ”李娜说。

2010 年 1 月 3 日， 李娜在上班
途中路过七一路献血屋，想到第一次
献血的经历， 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进
去。当工作人员为她讲解了捐献机采
血小板的流程与意义后，她果断地捐
献了机采血小板， 完成第二次捐献。
“献血结束后，我问工作人员，这样做
是不是又能帮助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工作人员说，我的每一次捐献都能拯
救一个人的生命，这对我触动很大。”
自此，李娜便坚定了定期无偿捐献血
小板的信念。

截至今年 7 月底，李娜已累计无
偿捐献血小板 179 次。谈及未来的打
算，她说：“我还可以再捐献 5 年血小
板，等年龄达到上限后，我会继续坚
持宣传无偿献血，呼吁更多人加入无
偿献血队伍，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送
去生命的希望。 ”

8 月 19 日 ，国家疾控局发布 《关
于新冠病毒 EG.5 变异株相关科普问
答》（以下简称《问答》），称我国近期新
冠疫情总体处于低水平、 波浪式流行
态势，短期内不会发生规模性疫情。

《问答》介绍，EG.5 变异株为新冠
病毒奥密克戎 XBB.1.9.2 的一个亚分
支， 最早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在印度
尼西亚被发现。 7 月 19 日，世界卫生
组织（WHO）将其列为“监测中的变异
株”，8 月 9 日，将其调整为“关注变异
株”， 强化全球对 EG.5 变异株特征和
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评估。 EG.5 变异株
在全球流行毒株中的占比增长较快，
展现出更强的传播优势。 国内外研究

显示，EG.5 变异株的流行优势主要是
其免疫逃逸能力增强， 既往感染产生
的中和抗体对 EG.5 变异株的中和能
力出现降低， 但未发现其致病力明显
变化的证据， 也未造成全球公共卫生
风险明显增加。

《问答》称，我国监测结果显示，新
冠病毒流行株中，EG.5 变异株占比呈
上升趋势， 从 4 月的 0.6%增长至 8 月
的 71.6%，目前已在我国绝大多数省份
形成优势流行， 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
能继续保持此趋势。 我国今年 4 月～6
月经历了奥密克戎 XBB 系列变异株
的流行， 已建立的人群免疫力对同属
于奥密克戎 XBB 亚分支的 EG.5 变异

株仍具有免疫保护作用。近期，全国新
冠疫情总体处于低水平、 波浪式流行
态势， 疫情对各地医疗系统带来的压
力较小，短期内不会发生规模性疫情。

《问答》提醒，与预防其他新冠病
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一样， 公众应
继续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坚持
规律作息，保持居室整洁，经常开窗通
风，科学锻炼身体，保证健康饮食，提
高机体免疫力。 建议公众尤其是高龄
老年人和严重基础疾病患者等重症高

风险人群做好个人防护， 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或前往人群密集的室内公共场

所时科学佩戴口罩。
（据《健康报》）

记者近日从河南省财政厅获悉，
为加快完善我省城乡养老服务网络，
不断提升养老服务能力和水平， 河南
省财政下拨资金 3.57亿元，推进养老
服务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以更好满足
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据了解， 其中的 3.04 亿元将用
于支持 156 个城镇街道社区养老服
务设施建设和能力提升、乡镇区域养
老服务中心建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医养结合建设、智慧养老管理
和服务平台建设、养老机构安全能力
提升等，着力补齐城乡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短板 ；0.53 亿元按照户均 3300
元的标准，支持 1 万户特殊困难老年
人家庭适老化改造， 按照每个 50 万
元的标准支持 40 个乡镇敬老院转型
为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不断改善老年
人居家养老环境，加快健全农村养老
服务体系。 （据《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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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16 日，市卫健委公布
的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监测结果显

示，2022 年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29.66%， 比 2021 年提高 0.69 个百分
点，实现连续 6 年稳步提升。

此次监测由市卫健委组织，监测范
围覆盖全市11 个县（市、区）的 41 个乡
镇（街道），共调查 3259 名 15 岁～69 岁
常住居民。 数据显示，2022 年，我市城

乡居民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

为 38.55%，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
平为 32.95%， 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21.25%。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
低依次为 ： 安全与急救素养水平
（53.97% ）、 科 学 健 康 观 素 养 水 平
（42.43% ）、 基 本 医 疗 素 养 水 平

（33.56% ）、 慢 性 病 防 治 素 养 水 平
（31.63% ）、 传 染 病 防 治 素 养 水 平
（30.91%）、健康信息素养水平（27%）。

据悉 ，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是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的一
项重要卫生健康监测指标 ， 代表个
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

务 ， 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作出正
确决策 ， 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
能力 。 我市 2017 年首次开展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监测 。 6 年来 ，全市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由 2017 年的 8.4%连
续提升至 2022 年的 29.66% ， 实现
了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

的目标 。

我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实现“六连升”

短期内不会发生规模性疫情
国家疾控局发布《关于新冠病毒 EG.5变异株相关科普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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