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破解基层“用药难”

慢性病、常见病药品
如何加快“下沉”?

降温了，如何选择使用
合格的燃气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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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记
者26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
11月26日起，12367移民管理服
务平台电话端将在原有中英双语
服务基础上新增俄日韩语言服务
功能。拨打12367的用户可根据
自身需求，在语音导航选项中选
择相应语种服务。

作为国家移民管理局面向
中外出入境人员开设的一体化

“客服中心”“一号通”，12367移
民管理服务平台为中外人员、
企业提供 7×24 小时智能实时
响应服务，“一号接听、接听即
办、一办到底”。自2021年 4月
8 日开通运行以来，截至 2024
年 10 月底，平台累计接处涉中
国移民管理领域业务咨询、意
见建议和违法线索举报等中外
来电 1400 多万人次，服务范围

涵盖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来
电首呼解决率达99.9%，平均满
意率达98.6%。

下一步，国家移民管理局将
持续优化12367服务平台运行，
不断拓展服务渠道、功能，积极回
应中外出入境人员相关便利化需
求，努力为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服
务促进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12367移民管理服务平台新增俄日韩语言服务功能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连日来，随着气温不
断下降，我市正式进入寒冷的冬季。而近年来，
全国发生多起因使用不合格燃气热水器，造成
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事故，为此，珠海市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11月25日发出提醒，请市民
一定要注意用气安全，谨防一氧化碳中毒。并
就如何选择合格的燃气热水器、怎样预防一氧
化碳中毒、发生人员一氧化碳中毒或窒息时怎
么办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推荐使用平衡式热水
器，平衡式燃气热水器是目前最安全的燃气热水
器，只有平衡式热水器可以安装在浴室内。强排
式热水器是主流产品，但要安装在浴室外通风
处。烟道式热水器不安装烟管或安装不规范等
同于直排式热水器，存在很大安全隐患，不推荐
使用。直排式热水器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

烟道式热水器只是在直排式的结构上安装
了一个防止倒风排气罩与排烟系统，安全系数极
低，存在安全隐患。不安装烟管或安装不规范，
等同于直排式热水器，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伤亡事
故。使用烟道式热水器要安装在浴室外，同时加
装烟管伸出窗外，要专业的师傅安装。直排式热
水器被称为“浴室杀手”，排出的废气和消耗的氧
气都在室内，燃烧不充分，极易造成一氧化碳中
毒事故。早在1999年国家已经禁止生产，在
2000年已禁止销售使用此类热水器。

如何辨别家中燃气热水器是否合格？
一看烟道：直排式燃气热水器上面没有烟

道，平衡式、强排式的烟道较细，烟道式热水器
烟道较粗。任何一种热水器不安装烟道通出室
外都不合格！

二看电源：烟道式、直排式热水器仅靠两节
干电池打火，而平衡式、强排式热水器必须电源
供电，因此观察热水器是否有插头，需不需要插
电源，这是判断是不是合格热水器的最简单的
方法。

怎样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在安装燃气燃烧器具（炉灶、热水器）时，要

选择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并安装在符合安全要求的地方。

使用燃气时要注意开窗通风，加强对老人、
未成年人用气安全意识教育，洗澡时间不宜过
长，15分钟最宜。

燃气热水器的使用年限为8年，不得超期
使用。推荐在可能产生一氧化碳的地方安装一
氧化碳报警器。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
应当遵守安全用气规则，使用合格的燃气燃烧
器具和气瓶，及时更换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使用
年限已届满的燃气燃烧器具、连接管等。

政府部门、镇街或燃气公司工作人员将会
对市民燃气设备及用气环境进行排查，若发现
正在使用直排式热水器或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的，将依法依规停止供应燃气，市民应及时配
合整改，消除安全隐患，保障自身的生命财产
安全。

发生人员一氧化碳中毒或窒息时怎么办？
迅速将中毒者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

的安全区域。

现场抢救

轻微中毒者：会感到头晕、寒冷，可让其先
饮用糖水、牛奶解毒。

中毒较深者：会昏迷，脸色变粉红。应立即
输氧气（如人工呼吸）、保温，不要让中毒者感到
寒冷，保持体内热量。

注意：中毒者丧失知觉，往往会出现呕吐，
要让其头部侧放，以免吐出的东西吸入肺里，引
起窒息。

迅速送往医院抢救，或拨打 120报警抢
救。无论中毒者中毒程度深浅，均应立即送往
医院。在抢救过程中，要保证中毒者的氧气供
应充足，并确保其呼吸道的畅通。

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 因
为一些慢性病、常见病，患者来到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诊，却被告知“没有药”。

针对基层“用药难”问题，国
家卫生健康委等6部门近日联合
印发《关于改革完善基层药品联
动管理机制 扩大基层药品种类
的意见》，努力畅通城乡、县乡之
间用药衔接渠道，提升基层药品
配备和使用能力，满足群众基本
用药需求。

扩种类 让“家门口”的药更全

我国基层诊疗量2023年占
比已达到52%。但部分医务人员
此前反映，基层的药品配备种类
少，自主用药空间小，不同层级医
疗机构用药目录难以衔接。尤其
是上级医院转诊来的患者，他们
一些用药在基层“开不了”。

最新印发的文件提出，规范
和优化基层用药种类。在省、市
级卫生健康委指导下，以国家基
本药物目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和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的药品
为重点，紧密型医联体牵头医院
将统筹确定用药目录，规范扩展
基层联动药品种类。

同时，推动二、三级医院用药
目录中的慢性病、常见病药品向
基层下沉。紧密型医联体可作为
整体研究确定基本药物配备使用

的品种数量，通过处方实时查阅、
互认共享，为慢性病、常见病复诊
患者开具处方。

参与上述文件起草制定的
专家之一、首都医科大学全科
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吴浩
表示，这突破了长期以来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目录受限的
局面，基层药品扩充配备迎来

“新天地”。

防短缺 做好基层药品供应配送

国家卫生健康委的一项专题
调研显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
量多、药品用量少、配送成本高，
中西部和偏远地区尤为突出，导
致部分企业配送积极性不高，药
品供应不稳定甚至断供。

上述文件要求，完善基层药
品集中供应配送机制。县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指导紧密型医联体
牵头医院等单位，及时对县域内
基层用药需求计划进行汇总审
核。省级卫生健康部门会同医保
部门畅通基层药品配送问题沟通
渠道，建立协作机制，完善药品供
货企业管理制度。

同时，健全基层药品短缺预
警处置机制。紧密型医联体建立
缺药登记制度，缺药登记频次较
多且经评估确有必要的，及时纳
入下一年度上下用药衔接范围。

专家表示，基层药品服务管

理涉及主体多、政策链条长、关联
领域广，需要多部门联动发力。
为基层“用药难”问题开出一整套

“药方”，在强基层的同时，将促进
分级诊疗进一步落实。

惠民生 因地制宜保用药

据了解，针对基层用药问题，
各省份进行了积极探索。

山东以县域中心药房为载
体，统一医共体内用药目录，满足
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等用药需
求。

河北在全省14个地市201个
医共体制定统一用药目录，上下
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重合率达到
70%以上。

北京在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建立缺药需求登记服务制度，
满足患者差异化用药需求。

福建三明对已确诊的六类慢
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精神
疾病、慢阻肺病、支气管哮喘、脑
卒中及后遗症）患者在基层就诊
的，提供 39 种基本药物干预保
障，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国家卫生健康委药物政策与
基本药物制度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要继续推进药品供应和服务
下沉，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统筹指
导监测评估，加强部门协同，研究
完善提升基层药品联动管理机制
化水平的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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