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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医保局

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印发《2024年医保基

金违法违规问题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在全国范围开

展医保基金违法违规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要求，针对

医保领域各类违法违规

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

重拳打击欺诈骗保，举一

反三完善长效机制，通过

“当下改”和“长久立”相

结合，实现查办一案、警

示一片、治理一域，推动

医保基金监管高质量发

展迈上新台阶。

《方案》明确了今年

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

一是聚焦虚假诊疗、虚

假购药、倒卖医保药品

等欺诈骗保违法犯罪行

为，开展严厉打击；二是

聚焦医保基金使用金额

大、存在异常变化的重

点药品耗材，动态监测

基金使用情况，重点查

处欺诈骗保行为；三是

聚焦骨科、血透、心内、

检查、检验、康复理疗等

重点领域，全面开展自

查自纠。

在工作举措上，《方

案》要求坚持宽严相济，

依法分类处置；坚持守

正创新，强化数据赋能；

坚持部门协同，发挥监

管合力；坚持标本兼治，

健全长效机制。《方案》

强调，对恶劣欺诈骗保

犯罪行为，依法从严重

处。对一般违法违规问

题，以规范为主要目的，

综合运用协议处理与行

政处理，持续推进问题

整改。国家医保局将制

定有关领域问题清单，

督促引导定点医药机构

对照开展自查自纠。

（孙秀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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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中风，应急措施有哪些？
中风即医学中的脑卒中，普通人看似距

离中风遥远，但是事实上，该病发生率很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肥胖等都是中风发
生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们都知道大脑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行的
最主要器官之一，保持血液、氧气及营养充足
是大脑运作的关键。但是中风会使患者脑部
缺血、缺氧，若不及时予以干预则会造成脑部
损伤，且时间越长，脑部损伤程度越重，也愈
发不可逆，极大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甚至威胁
患者生命安全。

因此，对于中风患者，应做到早发现、早
诊断、早干预，在最短时间内帮助患者恢复脑
部血液及氧气供应，最大程度减少脑部损伤。

那么，了解中风相关知识以及必要的紧
急处理方法就极为关键。首先应了解中风的
症状，以此判断患者是否为中风，并按照患者
情况予以及时干预。在中风发病前，患者可
能会出现短暂的头晕、头痛、恶心、手指麻木、
视物不清等症状，持续时间不久，每次可能仅
持续几分钟至数小时。对此，患者以及家属
就必须提高警惕，即使症状消失也要及时到
医院检查，尽快明确是否为中风前兆并及时

接受专业治疗。
在中风发生后，患者脑部血管或因血管

堵塞发生缺血缺氧或出现血管破裂造成脑神
经损伤，症状会更为明显，主要的便是偏瘫、
偏身感觉障碍以及偏盲，简称“三偏”。此时
患者会出现突然间的一侧肢体麻木、乏力、运
动障碍，这也是突然中风的最常见表现；患者
可能会突然间口齿不清、言语表达障碍等，此
类在中风发生后也极为常见，需要引起重视；
患者会在一瞬间出现一过性黑蒙、半侧视野
缺损或视力模糊；由于脑部功能损伤、血管供
血供氧异常，患者或会出现剧烈疼痛，并伴随
恶心、呕吐等表现；患者也会出现突然性的嗜
睡、意识不清甚至昏迷，属于严重病症表现的
一种。

在发现家人或者周围人出现中风表现后
应如何及时予以有效干预和处理呢？大家应
了解到，患者中风后的4.5小时以内是中风救
治的黄金时间，在此期间对患者实施溶栓等
治疗能够极大提升治疗有效性。因此，在发
现患者中风后必须争分夺秒，帮助患者在此
时间段内尽早接受治疗，以降低患者致残率
和死亡率。

紧急处理方式主要包括：保持冷静，切勿
慌乱和病急乱投医，必须保证思路清晰，稳定
心神，第一时间稳定情绪并拨打120急救电
话，讲明地点及患者疾病情况，寻求专业医疗
工作者的有效援助。

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中，对患者实施紧
急初步处理，让患者第一时间就地平卧，解开
衣服上部纽扣以保持平稳、顺畅呼吸，同时使
患者头偏向一侧，并处理口鼻痰液和呕吐物，
避免出现误吸导致的窒息。若为老年患者还
需要检查是否有假牙，若有需要及时取出。

若发现患者出现抽搐表现，则需要使用
小毛巾等垫在口舌处，避免患者咬伤自己。
切勿随意拖拽或摇晃患者身体和头部，若必
须抬起患者则需要多人合力，托起患者头部、
肩部、腰臀及腿部，且头部略微抬高，平稳抬
起和运送患者。

在救护车到达之前也需要对患者意识以
及呼吸心跳等基本生命体征予以密切观察，
记下发病时间和具体表现。若因特殊原因无
法等待救护车到达，则在运送患者至医院时
需要格外注意，做好保护，避免病情加重。

若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则需要及时予

以氧气吸入，保持呼吸顺畅。当患者仍存
在较为清晰的意识时，需要及时予以患者
心理干预，进行针对性劝说和安慰，缓解患
者紧张恐惧情绪，避免由于情绪过度紧张
造成的病情加重或依从性不佳等问题。同
时也要进行简短有效的健康宣教，提升患
者配合度。

患者个人及周围干预者必须明确，不能
够随意给予患者药物干预，如强心药、降压
药、舌下含服药物等均不可错误使用，一方面
可能会由于药物使用引发不良反应加重病
情；另一方面中风患者本身就可能存在吞咽
障碍，不合理服药可能会出现吞药呛咳，这将
极大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总之，中风救治效果与急救时间、发病后
的紧急处理方法息息相关。充分了解中风的
病情表现以及应急措施极为重要，关键时刻
甚至能够挽救中风患者生命。但是也切勿随
意凭经验处理，要有目的性地对患者实施专
业处理，且第一时间寻求医院的专业援助，帮
助患者在黄金救治时间段内得到医院的尽快
抢救，最大程度降低中风的负面影响。

（张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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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5日至5月 1日是全国第

22个《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4月23日

上午，由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省人社

厅、省医保局、省疾控局、省总工会等六部

门联合主办的安徽省2024年《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活动在合肥市启动。

启动仪式上，一批省、市级健康企业、

健康达人被授予匾牌。省第二人民医院

（省职业病防治院）、安凯汽车有限公司等

单位分别代表职业健康服务机构、用人单

位向全省职业健康服务机构、用人单位发

出职业病防治倡议。相关单位组织开展

职业病防治政策咨询、有奖知识竞答，展

出宣传展板，解读《职业病防治法》重点内

容。同时，有关职业健康专家开展专题讲

座和义诊活动，为部分一线职工开展免费

体检活动。

记者了解到，宣传周期间，我省将通过

举办专题讲座、线上线下培训、科普专家基

层行等多种方式宣传职业病防治科普知

识，广泛宣传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例、职业

健康达人典型事例、职业健康优秀传播作

品，加大重点人群职业健康素养监测与干

预力度，进一步宣传党和政府对广大劳动

者职业健康的关心关爱的政策措施，积极

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劳动者职业健康的浓

厚氛围。 （安徽日报记者 罗晓宇）

我省2024《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启动

4 月 23 日，在

第38个“全国儿童

预防接种日”即将

来临之际，亳州市

谯城区颜集镇卫

生院医务人员在

辖区幼儿园举行

以“共同行动 接种

疫苗 为全生命周

期护航”为主题的

宣传活动，营造出

了预防接种的良

好氛围。

通讯员 武清
海叶吉祥 摄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 为全生命周期护航为全生命周期护航

调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贫血

患病率约30%。其中，缺铁性贫血是老年

人群最常见的贫血类型。建议可以从以

下方面应对缺铁性贫血：

饮食调理 食疗是改善缺铁性贫血

最经济、最有效的方法。可适量增加豆类、

菌类、海产品的摄入；多食用新鲜的水果和

绿叶蔬菜，为机体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

素C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

另外，可适当食用鸭血、猪血等动物血，以

及动物肝脏等。同时，要适当忌口茶叶、柿

子、山楂、石榴等含鞣酸较多的食物。若患

有溃疡、痔疮等慢性失血性疾病，为了降低

出血风险，饮食以软食、易消化食物为主，

避免质硬、边缘不规则的食物。

加强运动 我国传统体育运动中的

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都可以提高机体

抗病能力，促进胃肠运动，增加铁元素的

吸收和利用。

中药治疗 缺铁性贫血可以采用中

药汤剂治疗，如用香砂六君子汤治疗脾胃

虚弱证、用归脾汤治疗心脾两虚证、用异

功散合六味地黄丸治疗脾肾双亏证。还

可选择与功能主治相符的中成药，如生血

宝合剂、益气维血胶囊、益中生血胶囊、复

方阿胶浆和健脾生血颗粒等。

积极治疗原发病 对于可引起缺铁性

贫血的原发病，如消化道疾病、长期痔疮

出血等，应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

（张稳）

缺铁性贫血如何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