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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瑛瑛

本报讯 日常生活中，大家对
鼻炎并不陌生。患上鼻炎常常
让人痛苦不堪，鼻塞、鼻痒、鼻涕
多、嗅觉下降，同时还会伴有头
痛、头昏，多数人还有食欲不振、
易疲倦、记忆力减退及失眠等。
若治疗不及时不彻底，还会反复
发作。

鼻炎若从根本上祛除，只有

把通过鼻腔、呼吸道进入到肺里
面的致病菌和存留在呼吸道里的
鼻毒通过打喷嚏和排出呼吸道里
的鼻毒及修复鼻腔黏膜，让鼻腔
恢复加温加湿，阻挡灰尘进入呼
吸道及肺里，重启鼻腔的保护卫
士功能，才能彻底祛除鼻炎不反
复。清代外治宗师吴师机书：大
凡上焦之病，以药研末或成膏，嗅
鼻，取嚏发散为第一捷法。

位于市区劳动路与大众路交

叉口向北 30 米路东的扶鼻康鼻
炎馆，其经销的鼻炎膏2006年经
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实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专利号 200410035631.3。
在 2009 年被评为山东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鲁证字（2009）232号】，
成为政府保护项目，国家文化部
门给予此项目扶持资金，大力保
护传承。鼻炎膏以“以养代治，三
维养护”组合，通过宣肺排毒，修
复鼻腔黏膜，以达到祛除病痛的

目的。
为让更多鼻炎患者受益，即

日起扶鼻康鼻炎馆面向全市征集
90名鼻炎患者，免费体验试用国
家发明专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技
艺制作的中药鼻炎膏。“三维养护
组合”重点突出“养护”，倡导“以
养代治”，即通过“洗（喷雾）、排
（药膏）、养（精油）”三步骤，对鼻
腔内部进行养护，达到修复鼻腔
黏膜，还鼻腔健康的目的。

流鼻涕、打喷嚏、鼻子不通气

扶鼻康鼻炎馆帮你畅快呼吸

□记者 牛瑛瑛 通讯员 王世欣

本报讯“以前来打疫苗要排
好长的队，时间久了大人烦躁、
孩子哭闹，现在增加了接种台，
还有人维持秩序，很快就打完
了。”近日，正在湛河区九里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给孩子接种疫
苗的市民张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为更加便民利
民，湛河区卫健委将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问题列入专项整治清

单研究整改措施。随着城市发
展和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群众反
映城区预防接种点接种难、服务
保障跟不上，得知这一情况后，
该区卫健委指导接种单位增设
预检分诊台和预防接种台，安装
电脑自动叫号系统，增派人员维
持秩序，有效解决了预防接种难
的问题。

该区卫健委对行政审批服
务窗口、业务股室专门制定服务
规范，推行首问负责制和一站式

服务，公布服务事项办理流程，
发布温馨提醒，压缩办理时间，
严禁附加任何额外证明材料，方
便 办 事 群 众 一 次 办 妥 审 批 事
项。在办理《卫生许可证》过程
中，工作人员为公共场所经营单
位提供现场卫生技术指导，使新
许可单位卫生基础设施和条件
更加规范，生产经营场所功能布
局更加合理，从源头上减少了既
费钱又费时现象的发生。

两个多月来，该区卫健委领

导班子成员深入基层调研 10 余
次，将查找出的问题进行归纳分
类，制定整改措施和时限，分别
对机关作风纪律、行政审批服
务、预防接种、医疗机构停车、卫
生健康民生实事落实等问题进
行重点督办，以刀刃向内的勇气
一项一项整改、一件一件落实，
并组织医务人员到偏远村、对口
帮扶贫困村开展免费体检和义
诊服务12次，深受群众欢迎和好
评。

湛河区卫健委：

聚焦问题抓整改 专项整治解民忧

新 华 社 贵 阳 11 月 24 日 电
（记者肖 艳）贵州省医疗保障
局、贵州省财政厅等部门日前
联合出台完善患高血压、糖尿
病“两病”参保人员门诊用药保
障机制的实施意见，“两病”参
保人员门诊使用贵州省纳入保
障范围的“两病”门诊用药费用
纳入统筹基金支付，最高报销
比例可达70%。

根据规定，保障对象为参
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
保人员中，确诊为高血压（1 级
高血压中的高危和很高危、2级
高血压、3 级高血压）且未发生
靶器官损害或诊断为糖尿病（1
型、2型）且未发生靶器官损害，
需要长期采取门诊药物治疗的
患者。

“两病”门诊用药专项待遇
标准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统筹基金支付比例为 70%，二
级医疗机构为 60%，三级医疗
机构为 50%。且参保人员需按
照就近、方便的原则自主选择
1-3 家定点医疗机构，作为享受

“两病”用药专项待遇的定点医
疗机构，由医保经办机构在医
保信息系统内进行备案管理。
参保人员在非经备案的医疗机
构门诊购药不享受“两病”门诊
用药专项待遇。

此外，实行定量开药，“两
病”一次处方量控制在 15天内，
特殊情况可酌情适当延长（不
超过30天用量），药品用量不超
过药品说明书规定的最大剂
量。对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签约管理服
务，且病情稳定、依从性较好、
需要长期服药的慢性病签约患
者，可一次性开具治疗药物不
超过 30 天的药量；原则上在一
次处方药量使用完毕之前不能
重复开药，重复开药不予报销。

贵州：

高血压、糖尿病
门诊用药
最高可报70%

新华社上海11月26日电（记者
王秉阳 仇逸）在国家卫健委 26日
于上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
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
表示，我国开通人体捐献器官转运
绿色通道3年以来，器官转运时间
平均缩短1-1.5小时。

据她介绍，受制于现在的医学
技术，可移植器官均有可以耐受的
最大缺血时间，例如肝脏耐受冷缺
血时间上限为 12小时。即使在可

耐受的时间内，缺血时间越长，器官
的质量及器官接受者的预后越差。

“所以器官转运是一场生命与
时间的赛跑。”郭燕红表示，受限于
国土面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时
为降低患者器官移植总花费，我国
大多采用由医务人员携带，通过民
航班机、高速铁路及公路运输的形
式转运捐献器官。转运过程中面临
较多不确定因素，转运时间较长，对
器官质量造成不利影响，因转运问

题导致的器官浪费也时有发生。
为缩短人体捐献器官转运时

间，减少因转运环节对器官移植质
量安全影响，保障患者生命健康，在
2016年原国家卫计委等6部门共同
印发了《关于建立人体捐献器官转
运绿色通道的通知》，建立了以民
航、高铁为核心的低成本、高效率的
人体捐献器官转运绿色通道工作机
制。

“以前从虹桥机场转高铁需要

滞留三四十分钟的时间，这是最短
的了。但是现在最快六到七分钟，
就可以从飞机下来直接上高铁。”在
发布会上，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主任陈静瑜向
记者们讲述了在虹桥转运的变化，
仅此一个环节就可以节省约半小时
时间。

郭燕红介绍，据统计绿色通道
建立3年以来，器官转运时间平均
缩短1-1.5小时，全国器官全国共享

率总体上升 7.3%，器官利用率提升
6.7%，捐献器官共享半径大大扩展，
数以千计的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得
到救治机会。

此外，郭燕红介绍，近年来我国
器官捐献和移植数量大幅提升，
2018年完成器官捐献为6302例，实
施器官移植手术量突破2万例，捐
献数量和手术量均居世界第二位，
器官移植技术能力水平和器官移植
质量也不断提升。

国家卫健委：

绿色通道使我国捐献器官
转运时间缩短1-1.5小时

双十一后，合肥快递员小
张业务非常繁忙，原本他以为
只是得了感冒，却没想到患上
了病毒性心肌炎合并心衰，经
过医生的全力抢救，才转危为
安——11月 26日是全国心力
衰竭日，专家提示，心衰不是
老年人的“专利”，近年来有年
轻化的趋势。秋冬季节感冒
等呼吸道疾病高发，也可成为
引发心衰的“罪魁祸首”。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需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