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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新乡·民生

本报讯（记者 申长明）1月15日
下午，我市召开“实事惠民生·干出‘新’
精彩”2024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系
列新闻发布会——开展结直肠癌早期
筛查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卫生健康
委、市疾控中心、市卫监所、新乡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对该项民
生实事开展情况进行介绍，并回答记
者提问。

众所周知，结直肠癌是一种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的恶性肿瘤，据国家癌
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所有恶性
肿瘤中结直肠癌发病人数居第 2 位，
死亡人数居第4位，并成上升趋势，结
直肠癌给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影响了
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早期筛查至
关重要。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实施健康中原行动的实施意见》，
2024年3月，省卫生健康委12个部门
联合下发了《健康河南行动，癌症防治
行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方案
明确到2030年，癌症防治体系进一步
完善，危险因素综合防控、癌症筛查和
早诊早治能力显著增强，规范诊疗水

平稳步提升，癌症发病率、死亡率上升
趋势得到遏制，总体癌症 5 年生存率
分别不低于46.6%；癌症防治核心知识
知晓率分别不低于 80%等工作目标。
为控制危险因素，降低癌症患病风险，
实现由治病向防病转变，2024年，新乡
以结直肠癌早筛早诊早治为突破，市
委、市政府将其纳入新乡市重点民生
实事，予以保障推进。

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重点民生
实事工作部署，市卫生健康委高度重
视，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工作
专班。一是加强沟通协调，主动协同
高新区管委会、上海交大新乡生物医
药创新中心推动工作落实；二是在上
海交大专家的指导下，市卫生健康委
组织专家制订了技术方案和项目推进
路径。同时，确定了技术服务能力较
强的市中心医院、新乡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
第三附属医院承担项目的实施；三是
市疾控中心与市新闻媒体及各区卫生
健康委等有关单位紧密配合，通过电
视台、报纸以及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形
式广泛宣传，开展了筛查进机关、进社
区（村）、进工厂、进企业、进学校活动，

对我市符合条件的45周岁至74周岁
无禁忌症的常驻居民进行早期筛查，
全年共完成2.56万人筛查，圆满完成
了2024年工作任务。

为保障筛查的工作质量，市卫生
健康委组织技术专家通过线下、线上
多次召开培训会、沟通会，并进行现场
指导，确保标准统一、操作规范。各具
体实施单位组建筛查队伍，建立了高
效的筛查网络，专门负责结直肠癌民
生实事筛查工作的实施，加上市民的
积极参与，有力保障了筛查工作的顺
利实施。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
各界的大力支持下，结合上海交大的
技术标准，我市建立了高效的筛查网
络和科学的筛查流程，探索实践了结
直肠癌早期筛查“新乡”模式。这种筛
查方法，具有快速、灵敏、方便、低成本
等特点。筛查过程全程可质控和追
溯，保障了筛查数据的真实、可靠、安
全，与其他早筛方式比较，新乡市的早
筛模式卫生、经济、高效、便捷。筛查
数据显示，2.56 万人中试剂阳性报告
占10.7%，1107人肠镜筛查出息肉及以
上 750 人，筛查出腺瘤及以上癌前病

变377人，其中进展期腺瘤99人，结直
肠癌13人，社会效益明显。

这次早筛中，对筛查发现的腺瘤、
息肉等结直肠癌前病变的患者，专家
都进行了干预，实现了早发现、早诊
断、早治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和生
活质量，降低了患者的疾病负担，很多
参与群众受益；另一方面，从医疗体系
来看，通过合理配置资源，避免医疗资
源浪费，又让医护人员能将精力投入
患者身上，提高了工作效率。项目的
实施不仅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利
益，也提升了居民防癌健康素养水平，
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认可。

保障人民健康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长时间努力。2024年，我市结直
肠癌早筛工作已经圆满结束。展望未
来，全市卫健系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
工作要求，继续探索和技术创新，进一
步完善我市癌症防治服务体系，助力
我市生物医药、健康产业发展；同时，
也将加大癌症防治知识的宣传普及，
努力提高全市人民的健康意识和自我
保健能力，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的
贡献。

开展结直肠癌早期筛查
让群众身体更健康

【平原腔声】 排查安全隐患需要相关部门齐抓共管

为确保春节期间社区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营造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1
月8日，红旗区文化街街道学府社区联
合社区警务室、城建和城管部门对辖区
状元府第等小区开展全面的安全隐患排
查与清理工作。（《平原晚报》1 月 10 日
A07版报道）

要想全面做好排除安全隐患工作，
相关部门必须联合行动，密切配合，形成
合力，齐抓共管，共同织密织牢确保春节
安全的“立体防护网”。

众所周知，小区安全是一项涉及多

点位、多环节、多领域、多部门的重要工
作，具有紧迫性、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
性，仅靠一个部门开展这项工作，显得有
点儿势单力薄。

值得肯定的是，为确保春节期间社
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营造安全、和谐
的居住环境，红旗区文化街街道学府社
区联合社区警务室、城建和城管部门联
合开展工作，为全面做好安全隐患排查
与清理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安全大于天，联合力度大。确实如
此，在开展安全隐患排查与清理工作过
程中，不管遇到什么问题，参与联合行动
的相关部门都可以根据各自职责“对症

下药”，现场解决问题，实现工作闭环，形
成了齐抓共管的共治新格局。

毫无疑问，在抓好春节期间安全工
作方面，红旗区文化街街道学府社区联
合其他相关部门开展工作力度大、效果
好，是一个好的工作举措，对其他相关部
门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作用。

春节即将到来，能否最大限度地保
障大家过一个没有安全隐患的春节，是
对相关部门的一次大考。

鉴于此，为了全面做好春节期间的
安全工作，希望其他部门也能够像红旗
区文化街街道学府社区那样携起手来，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与其他部门开展联合行动，既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又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从而
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确保排查不留死
角、整改及时到位。

在联合行动中，如果遇到困难或问
题，相关部门可以联合办公、信息共享、
共同会商、攻坚克难、高效协同、标本兼
治，让安全隐患无路可走、无缝可钻、无
处遁形。

我们相信，只要相关部门齐抓共
管，就可以形成强大合力，共同织密织
牢确保春节安全的“立体防护网”，为
群众过一个欢乐、愉快、祥和的“平安
年”保驾护航。

□姬国庆

本报讯（记者 李蕊）1月14日，
记者从市民政部门获悉，我市社会
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
保障金从每人每月 1050 元提高到
1174元，集中供养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生活保障金从每人每月1450
元提高到 1567 元，新标准从今年 1
月1日起开始执行，同时为了保障困
难群众温暖过冬，2月份生活保障金
将于春节之前发放到位。

去年以来，全市民政系统持续抓
稳抓牢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对新增孤儿和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进行入户核查，精准认定、
及时审批，确保应保尽保。截至目
前，全市565名孤儿和2496名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
范围，2024 年共发放资金 3302.1 万
元。一是开展“福彩圆梦 孤儿助学”
活动，为 127 人发放助学金 113.1 万
元。二是联合市检察院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协作配合 深化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的实施办法》，完成全市儿童
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
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3912名儿童工
作者入职查询工作，筑牢未成年人保

护第一道防线。三是在全市各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乡镇（街道）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站、村（居）等场所张贴
强制报告标牌3900余张，实现村（居）
全覆盖。四是开展流动儿童监测摸
排和统计分析工作，全市共摸排统计
流动儿童7514人。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最需要政府
和大家的关心关爱。今后我们继续
加强动态管理，多措并举努力为儿
童健康成长撑起一片天空。”市民政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市提高
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保障标准

本报讯（记者 崔敬）1月15 日，记者了解
到，2024年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创新典型
案例评审结果发布。我市企业河南卫华重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参评案例被评为2024年全国
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创新典型案例（优秀
视频），这是河南省唯一获评案例。

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的指
导下，中国标准出版社组织开展了2024年全国
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创新典型案例征集和
评审。其中，河南卫华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参评的《温故而知新 质量变革创新工作的提
炼》案例被评为2024年全国企业首席质量官质
量变革创新典型案例（优秀视频）。

我市一企业参评案例被评为2024年全国
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变革创新典型案例

这是全省唯一获评案例

“实事惠民生·干出‘新’精彩”2024年新乡市重点民生实事系列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