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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正当理由，医疗机构却没有
首选国家基本药物，遇到这样的情
形患者怎么面对？如何处理？高血
压、糖尿病、严重精神障碍等慢性病
管理的过程中，医疗机构是否优先
使用了国家基本药物，以最大程度
减少患者药费支出？在引导形成合
理价格、推动降药价方面，辽宁又将
作出哪些努力？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辽宁完
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
从药物的生产、流通、使用、支付、监
测等环节展开工作。辽宁省医保局
解读该文件时表示，该方案提出优先
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要求严格
执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促进上下级
医疗机构用药衔接，缓解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

全市医疗机构联合
议价 推动降药价

实施意见提出，开展生产企业现
状调查，对于临床必需、用量小或交

易价格偏低、企业生产动力不足等因
素造成市场供应易短缺的国家基本
药物，可确定合理采购价格、定点生
产、统一配送、纳入储备等措施保证
供应。

在药品集中采购方面，实施意见
提出坚持以省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
中采购方向。落实药品分类采购政
策，按照临床用量、采购金额和生产
企业数量实行挂网采购。对通过国
家谈判的药品和定点生产的药品，实
行直接挂网采购。按照同城同价的
原则，实行以市为单位的医疗机构联
合议价，推进公立医疗机构集中带量
采购，引导形成合理价格，推动降药
价。鼓励市级区域间联合议价、鼓励
肿瘤等专科医院开展跨区域联合采
购，促进全省统一市场、统一价格。

对短缺药品信息库
实行动态管理

我省将对药品配送各个环节实
行全程信息公开，同时加强短缺预警

应对。对辽宁省短缺药品信息库实
行动态管理，综合研判潜在短缺因素
和趋势，尽早发现短缺风险，针对不
同原因分类应对。因企业原因造成
用药短缺，企业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将军队所需短缺药品纳入国家短缺
药品应急保障体系。

无正当理由不首选
国家基本药物将被通报

实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全面配
备并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原则
上，公立的和纳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管理的非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村
卫生室国家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数量
比例应达到80%以上。

公立医疗机构要将国家基本药
物使用情况作为处方点评的重点内
容，对无正当理由不首选国家基本药
物的予以通报。重点提高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国家基本药物的配备使用
比例，不同层级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尤
其是医联体、医共体内部上下级医疗

卫生机构之间基础用药目录要互相
衔接统一，实现上下联动，统一集中
采购。

辽宁省属医院一位肿瘤科医务
人员 7月 15日回应本报采访时表示，
该科过去有不少药物不属于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范围，随着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的几次调整，目前大部分治疗用
药已经能够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
找到。尤其近两年通过国家谈判的
药品也逐步进入基本药物范围，对患
者来说，能够通过低廉的价格得到从
前求之不得的救命药，保障了治疗，
可以说是极大的福音。

现状：除非慢病患者
要求 否则首推基本药物

在降低群众药费负担方面，要求
在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
基础上，严格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药品
目录有关规定支付药品费用，不得对
门诊或住院治疗额外设立用药范
围。各地区应将实施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与医联（共）体建设、分级诊疗、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性病健康管理
等有机结合，在高血压、糖尿病、严重
精神障碍等慢性病管理中，在保证药
效前提下优先使用国家基本药物，最
大程度减少患者药费支出。对国家
基本药物实施全品种覆盖抽检 ，向
社会及时公布抽检结果。加强国家
基本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强化药品安
全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

浑南区一家社区医疗服务机构
的医务人员介绍，现行情况为，常有
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来到
社区医院开药，除非患者本身提出
特殊需求，要求使用非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中的药品，医务人员都会推
荐基本药物，这部分药物零差价，本
身就是惠民的重大举措，降低了慢
性病患者的用药负担。“未来，希望
有更多药物可以充实进国家基本药
物目录中来，让医务人员和民众都
能有更多选择。”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
者 经淼

我省公立医院没有正当理由
不首选国家基本药物将被通报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徐月姣报道 沈阳市2019年中考
成绩将于7月16日13时发布，初二生
物学地理考试成绩将于 7 月 16 日 15
时发布。考生可登录沈阳市考试院
官方网站（www.sysksy.cn），输入本人
身份证号、准考证号和姓名免费查询
考试各科成绩和总分。

7 月 17 日，考生可到报名单位领
取成绩通知单，其中集体报名的应届
考生到毕业学校，单独报名的应、往
届考生到报名所在地考试机构领取
本人的成绩通知单。

考生若对成绩有疑义，可持准考
证和成绩通知单于 7 月 17 日至 18 日
到报名所在地考试机构申请成绩复

核，填写《沈阳市 2019 年中考成绩复
核登记表》，注明要查询的科目，过期
一律不予受理，并于7月20 日到当地
考试机构查询成绩复核结果。成绩
复核内容包括核分（小题分、大题分、
总分）、错评、漏评等。对于查分结
果，无论是正误差还是负误差，均按
查核后的分数予以更正。

沈阳中考成绩今日公布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记者李文慧报道 7 月手足口病
疫情将处于高发季节，进入流行高
峰，在托幼机构幼儿间发生手足口
病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较高。

昨日，记者从沈阳市疾控中心
获悉，经专家会商讨论确定，7月份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包括：重点
关注事件为手足口病、食物中毒，一
般关注事件为布病、痢疾、登革热。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萍介绍，
随着气温上升，痢疾、感染性腹泻
等消化道传染病将出现季节性升
高。夏季易于细菌滋生繁殖，食用
不洁食物易引发食物中毒。7月沈
阳市进入汛期，雨量加大，气温潮
湿，蚊虫滋生，应谨防登革热、疟疾
输入性病例在本地再传播。

王萍建议公众从以下几个方
面加以预防。

食物中毒 根据既往资料分
析，7月将是食物中毒高发季节，以
微生物性食物中毒事件为主，有毒
动植物及毒蘑菇引起的食物中毒
事件将有所增加。从目前网上报
告的情况来看，疑似食源性疾病聚
集事件年龄分布为 14-24 岁学生
居多，地点以饭店就餐居多，暴露
可疑食品以肉及肉制品居多。疑
似食源性疾病聚集事件发生和温

度的升高有一定关联，随着夏季温
度逐渐攀升，聚集事件数量可能进
一步升高。建议学校等集体单位
要加强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公众要
提高有毒动植物识别能力及中毒
后的自救能力，降低病死率。

布病 根据历年布病疫情的走
势，预计7月布病疫情会略微上升，
同时将在7月份达到峰值。人感染
布病是来自于染疫的家畜，尤其是
羊、牛、猪等。布病是可以预防的，
与牲畜接触密切的一些职业人群
及疫区和牧区的居民，如兽医、放
牧员、饲养员、屠宰工、挤奶工及乳
肉加工人员等需重点预防。

痢疾 根据历年痢疾发病趋势
看，7-8月是痢疾发病高峰，预计沈
阳市7月份细菌性痢疾发病数将进
一步增加。建议管理好饮食卫生、
饮水卫生、粪便卫生、消灭苍蝇，切
断传播途径，把好病从口入关；医
疗机构发现有集体单位、学校等出
现肠道传染病聚集性疫情时及时
上报辖区疾控中心；公众要养成良
好的卫生和饮食习惯，不喝生水，
生熟分开等。

登革热 建议开展重点地区爱
国卫生清扫活动，清除园区内的小
型积水，如各种瓶罐和积水容器
等，清除蚊虫滋生地。

夏季入伏之后，气温攀
升明显，暑热逐渐发威。晴雨交织
的天气状况，为部分夏季常见疾病
提供了滋生条件。山东济南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提醒公众，当前食源
性疾病、手足口病、空调病等多种疾
病较为常见，宜注意加强防范。

山东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表示，食源性疾病是借助食物传播的
疾病，常见的病原有痢疾杆菌、伤寒
杆菌、沙门氏菌、副溶血性弧菌、致泻
性大肠杆菌等细菌。临床上，多表现
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潜
伏期较短且发病突然、病例集中。

手足口病则是由肠道病毒引
起的婴幼儿常见传染病，每年的 5
月至8月为发病高峰。这一疾病隐
性感染率高，显性感染症状一般轻
微，且主要通过人群间的密切接触

进行传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
在手、足、口、臀、膝部出现丘疹、疱
疹，可自愈，不留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空调病
开始频繁出现。医学专家表示，由于
病症主要表现为头晕、发热、盗汗、身
体发虚等，空调病常被误认为感冒。
实际上，空调病是因长期处于封闭环
境中，室内氧气得不到补充，冷风降
温令人体无法正常排汗，最终导致内
分泌紊乱，引发身体不适。

卫生部门建议公众夏季注意
饮食安全卫生，避免生熟不分、贪
凉暴饮暴食，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家有小孩的父母，应避免带孩子长
时间流连人员拥挤的公共场所，加
强幼儿身体清洁卫生。同时，室内
使用空调也应注意加强通风换气，
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据新华社

7月手足口病进入高发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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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来临，多种常见疾病宜警惕防范

本报讯 记者丁冬报道 7 月 15
日，记者从沈阳市人社局获悉，沈阳
市今年再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高校
毕业生基层公共岗位服务计划人员
592 人，主要从事基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管理、文化科技、医疗卫生等
服务工作。学历要求上，相当多岗
位只要求应征者为全日制大专学历
即可。

本次招录采取网上报名、现场复
审的方式，同时进行资格审查。高校
毕业生可于 7 月 19 日至 7 月 22 日期

间登录中国沈阳人才网进行报名。
报名的条件要求是 2014 年 7 月（含）
至 2019 年 7 月（含）毕业的普通高校
毕业生。考试不收取报名费用，非沈
户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考生可申请
入住沈阳人才驿站，享受10日免费住
宿服务。

据介绍，此次招录的基层公共岗
位涉及沈河区、铁西区、大东区、皇姑
区、浑南区、沈北新区、苏家屯区、辽
中区、康平县等 9 个区、县，用人单位
有街道、区应急管理事务服务中心、

教育研究中心、区工商局、区城建局
等，大多数岗位不限制专业，个别岗
位需要工学类、会计与审计类、计算
机等专业毕业生。

待遇方面，基层公共岗位服务计
划人员服务期限为 3 年(过渡期 2 个
月)，在岗期间享受工作生活补贴为每
人每月 3000元(含五险一金个人承担
部分)。市本级和区、县(市)有关部门
不对服务期满人员进行就业安置，需
本人自主择业。其缴纳养老保险的
服务期限计算为工作年限。

沈基层岗位招592名高校毕业生

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务院关于实
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国家层面出
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
明确提出，我国将针对心脑血管疾病、
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这四
类重大慢性病开展防治行动。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以这四类疾
病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导致
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8%，导
致的疾病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 70%
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于
学军指出，本次健康中国行动文件在
定位上，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
中心转变，全方位聚焦影响人民健康
的主要因素。

据了解，健康中国行动将监测、

检测、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等建议
贯穿四类重大慢性病防治行动，在策
略上从注重“治已病”向“治未病”转
变，从个人、社会和政府方面提出具
体的防治防控方案。

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文件提
出，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第
一位死亡原因，全国现有高血压患者
2.7亿、脑卒中患者1300万、冠心病患
者 1100 万。行动文件给出了血压监
测、血脂检测、自我健康管理、膳食、
运动等建议，并提出急性心肌梗死、
脑卒中发病的自救措施。

癌症是严重影响我国人民健康
的疾病。目前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
例约 380万，死亡人数约 229万，发病
率及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行动

文件主要针对癌症预防、早期筛查及
早诊早治、规范化治疗、康复和膳食
指导等方面给出有关建议。

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赵方辉表示，
行动通过传递预防肿瘤的科普核心
知识，为群众了解癌症的危险因素、
避免危险行为和生活方式、积极主动
参与防癌行动、主动寻求规范的医疗
服务起到明确且具体的指导作用。

以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为
代表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病率高，
严重影响健康水平，我国总患病人数
近 1 亿。行动文件主要针对慢阻肺、
哮喘的主要预防措施和膳食、运动等
方面给出指导建议。此外文件还提
出糖尿病防治的建议措施。

据新华社

我国对四类重大慢性病发起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