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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人民医院始建于 1951 年，经过六十
多年的发展与积淀，现已建设成为集医疗、教学、
科研、保健、预防为一体的现代化二级综合医院。

该院是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
先后获得了“全国百佳优质服务示范医院”“卫生
系统行风建设先进集体”“河南省医院行风建设
先进单位”“省级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园林单
位”等殊荣，2010—2015 年连续被评为全市卫生
工作“先进集体”。

鲁山县人民医院树立“抓党建促发展”的工
作理念，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为契机，以创建

“人民群众满意医院”为目标，不断强化党组织和
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倡导“以人为本”，努力为病
人提供全程、全方位的优质服务，有力地促进了

医院整体实力的提升，各项事业迈
上了迅猛发展的轨道。

加强专科建设及硬件投入
提升医院综合实力

该院秉承“博爱诚信严谨创
新”的医院精神，倡导以“创建人民
满意医院”的服务宗旨，以重点学
科为龙头、优势学科为主体、高新
技术为依托，医院综合实力和学科
建设整体水平不断提升。

该院经过 60 余年的发展，医
院现开设 46个临床业务科室。其
中，心血管内科为省级重点学科，
成立了卒中中心、远程会诊中心、
心电医学互联智慧中心，设有东院
区一个分院和一所养老院。年门
诊量 70余万人次，住院病人 7万余
人次。

近年来，医院加大医疗设备投入，先后购置
了德国西门子 1.5T磁共振、大型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机（DSA）、西门子 64排 128层螺旋CT、全数字
化彩色超声诊断系统等一大批大型高精尖医疗
设备，为患者救治提供了专业、规范、安全、高效
的医疗保障。

实施人才工程 引领医院创新发展

该院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797人，其中硕士 23
人，高级职称技术人员 47余人，中级职称技术人
员 150余人，拥有市级拔尖人才 2人，省市级专业
委员会委员 100余人。

该院每年遴选医疗技术骨干 10 余人，参加
省级和省外业务培训。同时采取派出参加学术

会议、聘请专家院内授课等多种形式加强三基、
三严及急救技术的培训，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有
了很大提高。医院先后与郑大一附院、河南省人
民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郑州骨科医院单位建
立了技术合作关系。今年，该院相继开展了 20
项新技术，有效降低了县外转诊率。

完善管理体系 构建和谐医疗环境

“质量与安全”始终是医院工作的核心。该
院在管理上狠下功夫，想方设法满足群众的医疗
卫生需求，在业务发展、管理改进、综合治理等方
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为了把好质量关，医院在制
度建设方面，不断修订完善了多项制度。医院坚
持每月检查、随机抽查、季度通报的制度，发现问
题，及时整改；为了随时与患者良好沟通，解决患
者的实际困难，医院坚持每月对出院及在院患者
满意度测评，以及时了解患者所需。

今年，医院还不断美化医疗环境，重新铺
修了门诊广场，统一院内标志标牌，增加绿化
面积，优化就医流程，实现医卡通服务，弹性值
班制度、假日专家门诊安装中央空调，使医院
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就医需
求。

依托信息技术 建设数字化医院

近年来，该院十分重视信息化建设工程，先
后建立了 HIS系统、pacs系统、lis系统、电子病例
系统等，通过高科技的信息化技术提高了工作
效率，方便了患者就医。且检验科检查结果实
现自助打印，检验报告准确、快捷，极大地方便
了医生及时查阅信息，迅速为患者的病情作出
正确诊断。我院依托省医、郑大一附院优势，利
用互联网技术，落实分级诊疗。在远程会诊、远

程查房、临床医务人员培训、双向转诊等方面与
河南省人民医院和郑大一附院加大合作力度。
当医院医生临床诊疗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可通过
信息平台系统在病房请上级医院医生及时会诊、
指导，实现联合查房，今年远程会诊 96次。

为了更好地让优势医疗资源惠及鲁山群众，
该院还与 17 家卫生院开通了远程心电会诊，打
通了绿色通道，患者在卫生院做心电图，传至我
院进行诊断，让群众“足不出乡”就能享受到县级
医院专家的医疗服务，切实缓解了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

坚持优质服务 承担社会责任

该院在狠抓建设发展的同时，不忘履职社会
责任，将爱心传递。该院承担了国家消化道癌早
诊早治、免费白内障复明术等多项社会公益项
目，每年为基层卫生院培训人才 100 余人次，免
费救治无主病人数十余人，每季度鉴定慢病 800
人次。医院认真落实健康扶贫精神，充分发挥医
院行业特色，积极探索主动医疗模式，常年开展
义诊直通车等健康活动，免费为群众义诊、体检、
健康咨询、健康教育、健康指导，切实解决了贫困
群众的实际困难和迫切需求。

实施临床路径 规范医疗服务

2016年，开展临床路径专业达 20个，临床路
径病种达到 191个，完成临床路径病例 30273例，
入径率达到 59%。医务科对临床路径管理进行
实时监测，及时监控临床路径应用与变异情况。
通过开展临床路径工作，确保因病施治和合理检
查、合理收费，使患者以较低的医疗费用享受到
最规范优质的医疗服务，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
担。

推广中医适宜技术 突显中医特色

在加强中医科业务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同时，
大力推动中医药在临床诊疗工作中的融入力度，
先后派出 12人参加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学习，在 7
个临床科室设立了中医特色治疗室；认真落实有
关中医药工作制度，使中医药服务领域不断拓
展，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加快新院建设 改善就医环境

随着医院业务迅猛发展，医院空间严重不
足，群众看病难、住院难突显，新院区建设迫在眉
睫。为解决群众看病难、住院难问题，该院积极
筹建新院区。目前，新院区已全面开工建设。新
院区占地面积 185 亩，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设
置床位 1200 张，总投资 4.5 亿元，预计 2019 年竣
工并投入使用。

在院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充分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全院职工立足岗位比奉献，争创
佳绩比先进，在院内部营造了创先争优、比学赶
超、争先进位的良好氛围和工作环境，树立了“白
衣天使”的良好形象。院长温玉珍被评为河南省
劳动模范，2016年，该院被授予“河南省最具创新
力医院”“先进基层党组织”“平安建设先进单位”
等多项荣誉。（本报记者牛瑛瑛 通讯员刘海军）

鲁山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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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镜微创手术中

省劳模温玉珍院长

医院专家入村为村民普及健康知识义诊现场 组织党员学习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年以来，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复杂形
势，坚持抓改革、促规范、重打击，集中力量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集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守住了不发
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保障了人民群众的
饮食安全。

牢记使命保一方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问题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充满期
待。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连
续多年将其列入我市十项民生工程。市委书
记胡荃指示：“食品安全是民生工程、民心工
程，是各级党委、政府义不容辞之责，要确保全
市人民吃得更放心、更健康。”市长张国伟要求：

“要落实最严格的全程监管制度，坚持对违法违
规行为零容忍、出快手、下重拳，切实保障全市人
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两个确保”：确
保本地不生产不合格食品，确保外地不合格食品
不流入我市。确立了“一年重打击，两年抓提升，
三年促规范”的“三步走”工作思路，带领全系统
干部职工，坚持正本清源规，范市场秩序，坚持问
题导向标本兼治，坚持宣传引导把握主动，一系
列监管难题得到破解。

《中国食品安全报》《中国医药报》和光明网
等 30 多家媒体对我市食品安全工作进行报道。

《河南日报》正版刊发我市的监管经验和做法，河
南电视台 10次到我市进行专访。省内外 20多个
地市先后到我市取经交流。

服务办证推动合法经营

10 月 26 日，湛河区益民街的食品经营店主
周名义接到轻工路食品药品监管所送来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时，感叹道：“证办好了还给我送来，
真是没想到！”周名义在益民街开了一家食品店，
因腿脚不便又不懂电脑技术，在办证过程中，监
管人员上门帮助其完善资料、网上申报，实行一
条龙服务，很快就为他办好了经营许可证。

今年初，刚刚完成组建的市县两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面对复杂的局面：由于多方面原因，
全市食品经营单位持证率不足30%。大量无证门
店的存在，导致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从业人员未
经过体检和培训，日常监管责任难以落实，给人民
群众的饮食安全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把 2016 年确定为
“办证服务年”，坚持“先办证，后规范，区别对待，
分类处置”，实行入户宣传、网上填报、送证上门
一条龙服务，节约商户时间，降低经济负担，调动
商户办证的积极性。

在集中办证服务过程中，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坚持法律培训、健康体检、制度建设、监管责
任“四到位”，新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上注明
监管机构、监管责任人和投诉举报电话，全部落
实经营责任和监管责任。办证后，经营者法律意
识明显提高，主动改善经营条件，自觉落实管理
制度，食品安全得到了有效保障。今年以来，全
市累计办理食品药品经营许可证 2.36万个，备案
103家，组织从业人员健康体检 8.6万人，取缔不
符合经营条件的 562 家，药械行业持证率达到
100%，食品经营和餐饮业持证率达到了 95%以
上，位居全省前列。

让违法分子成为过街老鼠

面对回收的 600多箱过期王老吉饮料，叶县
的万某动起了歪脑筋。他雇用民工在城外的一
家民房内将原有生产日期擦掉，重新打上新的生
产日期，打算在春节期间浑水摸鱼，推向市场。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万某万万没想到，开工仅
仅一天，就被叶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
员一网打尽。万某不仅所有制假设备被没收，过
期食品被销毁，还被处以 6.5万元罚款。

因抱有侥幸心理受到处罚的还有舞钢市的
张某。张某看中了枣林镇某村一个大院，认为该
院位于舞钢市、西平县、舞阳县三地接合处，位置
隐蔽，便悄悄开办了一个食品生产窝点。没想到
开始生产没多久，便被舞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的执法人员“一窝端”，违法生产的 856箱食品
和案值 20 多万元的工具、设备、原料被没收，并
被处以罚款 5万元。

执法人员行动之所以这么迅速，是因为全市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构建
立体式的投诉举报网络，让人民群众成为监管人
员的“千里眼、顺风耳”。

为形成打击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合力，市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精心编织了“三道网”：一是责任
网。深化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在 78 个乡

（镇、街道）组建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将日常
监管工作全部下放县（市、区），监管对象全部明
确到人，责任到人。二是协管网。在每个行政
村、城镇社区配备 1名协管员，明确职责，承担协
助执法、隐患排查、信息报告、宣传教育职责。三
是举报网。开通“12331”投诉举报电话，让人民
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举报食品违法犯罪行为。

让制假售假者付出高昂代价

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对黄道镇“老梁
豆腐菜”店检查时，发现该店油条质量可疑，经抽
样检测油条中铝含量为 318.6mg/kg，超过国家标
准 3 倍。2016 年 7 月 22 日郏县人民法院依法判
处店主梁某拘役两个月，并处罚金 10000元。

宝丰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巡查时
发现一行人稀少的道路上晾晒有大量黑木耳，而该
地并非黑木耳产地。出于职业敏感，执法人员购买
了一些黑木耳，当天送往洛阳检验机构，检出黑木
耳中掺有禁止添加的硫酸镁成分。经查，刘某从山
东省购进案值10万余的元黑木耳，掺杂掺假后拉
出晾晒，梦想发笔不义之财，结果美梦落了空。刘
某行为已涉嫌犯罪，案值10余万元的违法产品被
没收，刘某也被移送到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治乱当用重典，违法必受严惩。年初，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全市部署开展了食品安全
“扫雷”行动，重点取缔生产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非法添加或使用非食品原料、回收食品作为原料
生产加工食品的“黑工厂”“黑窝点”“黑作坊”。
清理达不到食品经营许可发证条件的小食杂店，
净化全市食品市场秩序。

市县两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围绕餐桌安全
治理、食品生产经营风险隐患大排查，掀起了重
拳打击违法犯罪的高潮。在主城区由市局统一
指挥，组织开展了“亮剑”行动，集中执法力量，统
一步调，开展拉网式排查检查，对城乡接合部开
展集中整治。郏县组织开展了农村市场“清源”
行动，春节期间机关全体人员全部下沉到基层，
检查超市 4587家(次)，取缔农村流动摊贩 105户，
查封扣押问题食品 3 万余箱。叶县组织开展了

“风暴”行动，共查处各类食品药品违法违规案件
144起，捣毁无证生产经营窝点 6个，取缔散装白
酒小作坊 6家。宝丰县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清
影”行动，查获食品、药品、医疗器械案件 128起，
共罚款82.2万余元。鲁山县开展了“飓风”专项行
动，坚持硬碰硬，啃硬骨头。三个月内，立案 121
起，罚没款共计 130万元。石龙区组织开展了学
校周边食品安全“冰冻 ”行动，取缔学校周边不合
格经营点5个，没收不合格食品530多箱（件）。

“严打”净化了市场，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
今年以来，全市监督检查食品生产经营单位 4.8
万家（次），立案查处食品违法违规案件共 865
起，罚没款 887万元，移交司法机关 16起，捣毁制
假窝点 12 个，没收销毁不合格食品 86.2 万箱

（件），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让网络订餐监管从线上走向线下

电话轻轻一打，美味食品送到家，网络订餐
作为近年来互联网催生的新兴产业，日益成为都
市白领新生活方式。

网络订餐在方便快捷的同时，还存在着线上
线下两张皮、食品经营者不直接面对顾客、监管
又很难直接对准经营方等突出的问题。为了让
消费者吃得放心，决不能让虚拟网络成为监管的
法外之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网络订餐打
出了一系列的组合拳。

对美团、百度、饿了么办事处负责人进行约
谈，要求其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网络经
营行为，彻底解决准入门槛低、审查不严格、监管
缺失、自律不足等问题，做到“四不准”：未取得食
品经营许可证的不准入网，食品加工环境差的不
准入网，虚报经营地址不准入网，送餐人员未办
理健康证的不准送餐。

组织各辖区监管部门对入网餐饮单位进行
突击检查，责令被检查单位认真落实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搞好餐厅内外环境卫生、完善各类“三
防”设施、设置专用食品仓库、严格执行餐饮业食
品安全操作规范等。并立案调查。全市共排查
入网餐饮单位 1500余家，培训送餐人员 360余人
次，45家入网单位被责令停业，从网络平台撤下。

依托“互联网+明厨亮灶”打造透明厨房

孩子在卫东区清艳双语幼儿园就读的王女士
高兴地说：“以前总是担心孩子在学校吃得不安
全、不卫生，学校开通‘互联网+明厨亮灶’后，厨房
变透明了，现在只要打开手机登录‘舌尖安全网’
平台，就可以随时随地监督食品制作过程，真正让
家长放心、学校放心、社会放心，为此举点赞。”

今年3月，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启动了“互
联网+明厨亮灶”工程，依托于网络技术，让监管
部门和公众能够通过电脑、手机、显示屏等终端设
备，实时监控食品仓库、后厨加工、凉菜制作、清洗
消毒等重点区域和重要环节，实现阳光操作。

目前，各县（市、区）均开展了“互联网+明厨亮
灶”示范创建工作。新华区一鼎鲜酒店何老板说：

“实施‘互联网+明厨亮灶’后，让消费者把每盘菜
‘背后的故事’了解得真真切切，既可以督促我们员
工加强自律，全面接受消费者监督，主动保障饮食
安全，也能让我们自证清白，增强市场竞争力。”

食品安全是一个从农田到餐桌的系统工程，
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绝非一日之功。为了人
民群众洁净的餐桌，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干部
职工正殚精竭虑，辛勤努力，保卫“舌尖上的安
全”永远在路上！ （本报记者吴玉山 通讯员李
鹏旭/文 本报记者李志勇 牛智广/图）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纪实

保卫“舌尖上的安全”永远在路上

市委书记胡荃（前左二）在超市检查食品安全 市长张国伟（前一）在市场检查食品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