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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张海燕报道：5月11日，阜康
市医共体总医院及各分院举行了庆祝“5·12”国际
护士节暨表彰大会活动，阜康市卫生健康系统
30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阜康市医共体总医院及各分院精心组织，编排
了一个个优秀的文艺节目，节目展现了阜康市医务工
作者的风采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授帽仪式上，新入职
护士迈着整齐坚定的步伐走上舞台，躬身下蹲，微微
低头，接受前辈手上的燕尾帽。“我志愿献身护理事
业，谨奉人道主义精神，坚定救死扶伤的信念……”新
入职护士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在铮铮誓言中表达了自
己不辱白衣天使神圣使命的决心。

随后，阜康市医共体总医院对2022年度24名
优秀护士、4名优秀护理带教老师、6名优秀护理
管理者、4个优秀护理团队、1个“南丁格尔志愿护
理服务先进集体”进行了表彰。

本报讯 通讯员李雪报道：5月15日上午，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召开福建第九
批援疆医学专家欢迎座谈会，与5位援疆专家进
行了座谈交流。

座谈交流中，该院负责人介绍了医院的基本
情况，带领援疆专家参观了泉州医疗援疆人才工
作室、泉昌临床技能实践中心等地，并表示将努力
为援疆专家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切实解决
各位援疆专家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安心、舒心地
在昌吉工作生活。援疆专家表示，要尽快融入医
院的工作中，在一年半的援疆医学工作中帮助医
院进一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为建设健康昌吉、推
动医院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毕海红、撒惠珺报道：为进一
步提高医院影像学科技术发展，提升医疗服务质
量，5月16日下午，昌吉市人民医院召开“十化”实
做——医技临床化之放射医学科交流会，各科室
主任、护士长及科室业务骨干共60余人参会。

交流会上，放射医学科医疗技术骨干医生分
享了“别让肺结成心结”“核共振的安全共识与临
床应用”“胸痛中心模式下胸痛CTA在胸痛三联
排查中的临床应用和影像前瞻”“聚集护理服务
提升护理质量”等知识和临床工作经验。

昌吉市人民医院副院长兰志恒指出，放射医
学研究涵盖了多个学科领域，需要多学科间的融
合与协作，希望放射医学科不断努力探索新的影
像技术方法和科研模式，为医院影像专业水平的
全面提升作贡献。

本报讯 通讯员徐承秀、杨立红报道：近日，
呼图壁县2023年重点民生工程——呼图壁县中
医医院病房综合楼项目开工建设。

该项目是呼图壁县政府承诺的2023年10件
惠民实事之一。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总建筑面
积8000平方米，建设总工期140天。设计开放床
位140张，包括病房、诊疗大厅、治未病诊室等临
床医技科室。

呼图壁县中医医院党支部书记梅江说：“项目
建成后将全面改善中医医院医疗环境，促进中医
药人才传承培养，改善群众就医体验，缓解优质中
医医疗资源短缺矛盾，进一步助推呼图壁县中医
药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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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康市医共 体 总 医 院开展

“5·12”国际护士节活动

本报讯 记者何春泉、通讯员钱
晨、潘世玉报道：近日，新疆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以下简称：新
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开展“博闻书
香 阅见未来”读书分享活动，引导全
院职工以书为友，爱上阅读。

古典乐响起，新医大一附院昌吉
分院神经医学科护士王海珊身着汉
服，款款走上舞台，温婉动听地朗诵

《唐诗里的中国》，台下的观众跟着这

位衣袂飘飘的佳人一起回到了千年
之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
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医院各
科室的医务工作者手持道具、身穿
喜爱的服装，精选《满江红》《水调歌
头》等经典篇目，或吟诵，或歌舞，声
音时而婉转动听，时而铿锵激昂，开
启了一场沉浸式阅读之旅。

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党委委
员、副院长胡娟表示，此次读书分享

会让全院职工演绎书中经典角色，使
他们加深了对书中人物的了解，营造
了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的氛围。接
下来，医院将进一步引导全院干部职
工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推进学习型医
院建设，推动群众性读书活动深入开
展，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的凝聚力、向
心力和创造力，为构建书香医院、和谐
医院、文明医院、打造医院文化特色提
供有力支持。

新医大一附院昌吉分院

让医院书香弥漫

近日，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
昌建社区联合昌吉州中医医院举
办免费诊疗活动。

活动现场，昌吉州中医医院
的医生为社区居民把脉、测量血
压、血糖，并现场讲解健康知识。

本报记者 许乐 摄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宣布，新冠疫
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
人米锋5月8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新冠病毒
仍在不断变异，国内疫情总体处于局
部零星散发状态，疾病危害仍然存
在。要继续落实“乙类乙管”各项措
施，在保障群众健康的同时，方便群众
生产生活。

世卫组织新决定基于多因素考虑

“世卫组织的决定主要基于疫情
流行态势、病毒变异特征、人群免疫屏
障和应对能力建设四方面考虑，并不
意味着新冠疫情结束，也不意味着疫
情危害彻底消失。”国家卫生健康委疫
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
梁万年说，这一决定表明以人类目前
能力，可以有效控制疫情危害。

部分公众关心世卫组织决定给我
国带来的影响。梁万年表示，此次调
整一是有利于我国包括贸易、旅游、学
术交流、留学等在内的国际交往；二是
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将有更多时间
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但仍要继续
和全球各国紧密团结，共同采取更有
针对性、更有效、更具成本效益的措
施，防止疫情蔓延和传播。

2023 年 1 月 8 日，我国依法将新
冠病毒感染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
类乙管”，较短时间内实现疫情防控平
稳转段，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
利。

国家疾控局传染病防控司副司长

刘清介绍，我国将继续抓实抓细新
阶段疫情防控工作，科学精准落实

“乙类乙管”防控要求，根据疫情形
势变化和防控工作需要，不断优化
调整防控措施。

我国仍将强化疫情监测分析

全国发热门诊监测结果显示，
“五一”假期期间，我国部分地区疫
情出现小幅上升，但各地在院重症
病例数无大幅增加。

“总体来看，国内疫情目前仍处
于局部零星散发状态，各地医疗服
务秩序正常，全国未出现规模性疫
情。”刘清表示，当前我国人群总体
免疫保护水平仍然较高，出现区域
规模性疫情的可能性不大。

在新冠病毒流行株方面，中国
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陈操介
绍，从监测数据看，目前我国主要新
冠病毒流行株为XBB系列变异株，
与早期流行的奥密克戎亚分支相
比，致病力没有明显变化。

国际交流限制措施的减少将促
进中外人员流动。据介绍，我国将
重点从以下四方面降低境外疫情输
入对防控工作的影响：强化疫情监
测分析，密切跟踪国内外疫情动态；
做好“外防输入”，继续落实远端防
控措施，强化输入疫情和新型变异
株监测；做好重点环节防控，聚焦重
点场所，关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
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持续
补齐人群免疫水平差距；倡导公众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加强自我健康

监测，出现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时，
及时就诊。

重点人群坚持做好防护

部分群众反映自己近期二次感染
了新冠病毒。对此，北京大学第一医
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表示，无论
是二次感染还是首次感染，从临床表
现看都是类似的，主要表现在上呼吸
道。目前重症病例很少，以无症状或
轻型病例为主。

“咽喉疼痛不一定是二次感染，当
前若出现咽喉疼痛，要进行区别对
待。如果是新冠病毒感染，按诊疗规
范进行治疗，如果是细菌感染，必要时
可用抗生素治疗。”王贵强说，感染了
新冠病毒不必恐慌，对症处理即可，要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佩戴口罩等，
避免或减少传播风险。

老年人、孕产妇、儿童、基础病患
者等一直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保护人
群。专家提示，要高度关注高龄老人，
没有接种疫苗、有基础病的人群，要关
口前移、早期干预，使他们避免感染或
减少感染风险。

王贵强建议，保护好重点人群应
做好以下四点：一是在社区层面，发挥
社区医生、全科医生力量，通过信息化
系统等多种途径，建立所辖区域高风
险人群台账；二是发现高风险人群患
病后，要及时跟踪监测，早期进行抗病
毒治疗；三是若高风险人群出现低氧
情况，要及时氧疗；四是一旦出现重症
病人，及时送医疗机构ICU治疗。

（新华社北京5月8日电）

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后防控工作怎么做？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关切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李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