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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的“无痛”分娩，在医学上被称为分娩镇痛。国务院办公厅
近期印发的《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及
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将分娩镇痛纳入医保，有利于进
一步推广这一技术，让更多产妇免受生产之痛。“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我国分娩镇痛普及率在逐步提高，但部分地区应用比例依然偏低。

12月3日起
兰州市内开通西固区达川镇
三江口天鹅滩旅游直通车

打通金融教育“最后一公里”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开展“消保县域行”活动

A 多地加大力度推广“无痛”分娩

“用了‘无痛’分娩后，虽然还是能感受到
一点疼痛，但生产过程中确实轻松多了。”不
久前刚生完二胎的成都市民秦女士告诉记
者，8年前生头胎时没用“无痛”分娩，疼了一
天一夜。“这次感觉好多了，没那么受罪。”

“分娩镇痛是通过麻醉医师在产妇腰椎
脊髓的硬膜外注射麻药，缓解其生产疼痛，
相当于起到神经阻滞的作用。”吉林省妇幼
保健院麻醉科主任陈丽说，“这项技术十分
成熟，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已经经过大量实践
验证。”

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多个文件推广分
娩镇痛。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关
于开展分娩镇痛试点工作的通知》，之后确定
了900多家医院作为第一批国家分娩镇痛试
点医院；2022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
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
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

四川大学华西妇产儿童医院产科医生夏
伟说，从所在医院来看，通过大力宣传、完善
配套，分娩镇痛接受度较高。“目前医院每年
自然生产的孕妇平均约1万例，其中8000多
例采用了分娩镇痛。”

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与2015年
相比，2022年900多家试点医院分娩镇痛率
从27.5％提升到60.2％。

但我国不同地区分娩镇痛的开展情况存
在较大差异，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和县
级以下医疗机构分娩镇痛率较低。记者在中
部地区某地级市采访发现，2023年，当地不
同医疗机构的分娩镇痛率从12％到47％不
等，平均在30％左右。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
会原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
分会原会长姚尚龙说，今年6月，根据湖北省
333 家二级以上公立医院统计，湖北省分娩
镇痛率达 60.4％；根据各地统计数据估算，
目前全国分娩镇痛率约为50％。

B 推广仍面临三大难题

业内专家表示，分娩镇痛推广还面临认知
不足、麻醉医生短缺、费用门槛高三个难题。

不久前，武汉市民李女士预产期在即，她
决定选择“无痛”分娩，却遭到家里老人的反
对，担心往身体里注射麻药会伤到孩子。“还
好老公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支持我的决定，不
然还不知道得多受多少苦。”李女士说。

对分娩镇痛心存疑虑的人不在少数。“会
不会对宝宝智力有影响”“会不会引发产后腰
痛”“会不会增加产程”“用了真的一点都不疼
吗”……多位医生表示，临床中经常有人询问
此类问题。

“有些人习惯在网上找攻略，但网上有不
少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容易误导人。”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麻醉科副主
任周志强说，我国分娩镇痛技术已经十分成
熟，最常用、最安全的是椎管内镇痛中的硬膜
外麻醉，能够帮助大多数产妇减轻 60％至
90％的疼痛。大量案例证实，使用的药物对
产妇和新生儿几乎没有影响。

“通常分娩镇痛使用的药物浓度及剂量，
是剖宫产麻醉的1／10到1／5，产妇生产后
也可以进行母乳喂养。”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妇

科主任许天敏说。
多位基层妇产科医生表示，有的产妇害

怕“自己生”；有的担心如果顺产不顺利，中
途改剖腹产更麻烦；有的考虑孩子上学时
间，刻意要求胎儿出生日期。这些因素导致
目前医院剖宫产比例较高，分娩镇痛总体普
及率较低。

除了主观因素外，还有部分产妇虽想“无
痛”却遭遇现实难题。一名网友说，去年国庆
期间生产，由于值班麻醉医生去了急诊室，没
有其他麻醉医生为她实施分娩镇痛，她疼了
18个小时。

不少医护人员坦言，分娩镇痛的麻醉过
程需要麻醉师陪伴，但我国麻醉师人数偏少，
尤其是综合医院手术量很大，麻醉师往往分
身乏术。有的县级医院因为麻醉医生数量
少，也较少向产妇推广分娩镇痛。

另外，费用也是阻碍一些家庭选择分娩
镇痛的原因。选择分娩镇痛相比普通自然生
产多出上千元麻醉费用。“在一些偏远的县
市、乡镇，产妇是否选择分娩镇痛，费用也是
主要考量因素，不少人不舍得。”湖北省荆门
市人民医院产科主任罗志平说。

C 加快政策落地 加大推广力度

今年，国家医保局印发《产科类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分娩镇痛”

“导乐分娩”“亲情陪产”等项目单独立项，鼓
励医疗机构积极开展分娩镇痛等服务。部分
地区已将分娩镇痛相关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

国办发文指导各地将适宜的分娩镇痛以
及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这
对于推广分娩镇痛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希望各地能加快落地、细化完善、宣传推广。”
陈丽说。

姚尚龙说，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分娩镇
痛收费标准。“医生陪伴在产妇身边实施镇痛
并保障其安全，往往需要数小时。若收费标
准过低，付出与回报难以匹配，会影响麻醉医
生的积极性。”姚尚龙呼吁，应该使麻醉医生
的工作得到相应的价值体现，推动分娩镇痛

的进一步普及。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产科常务副主任乌剑利等人建议，通过系统
化培训，提升麻醉医生技术水平，如组织一些
医院进行麻醉经验分享，重点讲解急难危重
情况的处理，打消基层医院对开展分娩镇痛
的顾虑和胆怯。

陈丽建议，除了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官方
的宣传手段外，可以在适龄人群中利用新媒
体手段，加大宣传推广力度，特别是在孕检人
群中增加相关科普内容的推送讲解，提升知
晓度。

多位基层医生建议，国家要加大麻醉医
师培养力度，为基层医疗机构配备更多的麻
醉医师，同时加强对医院现有医生的培训，让
更多医生了解麻醉常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张艾萍）每年冬季，位于兰州市
西固区达川镇三江口天鹅滩，都会迎
来西伯利亚野生白天鹅在芦苇丛中
觅食嬉戏。近日，三江口天鹅滩湿地
白天鹅的到来，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
往观赏打卡。

从12月3日起，兰州旅游交通服
务中心开通三江口天鹅滩旅游专线
直通车，方便游客出行游览。每周二
和周六各一班，早上9时从客运中心
发车，下午3时返程，直通车除了游览
三江口天鹅滩外，还包含甘肃简牍博
物馆、兰州老街两个景点，一人往返

仅需40元。
兰州旅游服务中心提醒市民，因

甘肃省简牍博物馆需提前预约，乘
坐直通车的游客均需提前联系旅游
服务中心预约出行时间，确保正常
出行。

记者了解到，12月3日是三江口
天鹅滩旅游直通车发车首班，当天共
有29名市民乘车出游，以中老年游客
为主。

预 约 电 话 ：0931- 8888666、
13919226383、19893125351。

乘车地址：兰州市城关区火车站
东路338号兰州客运中心前广场。

兴业银行兰州分行持续践行“金
融为民谱新篇，守护权益防风险”的
发展思想，为进一步提升基层群众
的金融素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意
识，近日，该行积极开展了以“担当
新使命 消保县域行”为主题的专项
活动，前往乡镇人员密集区域通过
金融知识赶大集方式开展金融教育
活动。

11 月 20 日，恰逢皋兰县秦川镇
集会，该行辖属新区支行与五道村委
联动开展宣教活动，通过在集市人流
密集处设立摊位，悬挂条幅，发放宣
传折页等方式，向赶集公众和摊位负
责人讲解和普及反诈、消费者权益保
护等金融知识，尤其是针对老年人、
青少年等易受骗群体，耐心细致地讲
解了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常见金融
风险的识别和防范技巧，并用鲜活的
案例、生动的讲解以及通俗的语言让

金融教育更亲民、更有趣，让群众能
够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现场工
作人员向秦川镇赶集群众及地摊个
体户群众共派发了 600 多份金融消
费风险防范指南等宣传折页。

此次金融知识赶大集活动近距
离地与基层群众面对面接触，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了解其金融需求和诉求，
更能将金融知识的重要性传递到基
层，提升群众的金融观念和正确维权
意识，帮助基层群众“学金融、懂金
融、信金融、用金融”，打通金融教育
宣传“最后一公里”，进一步巩固金融
安全防线。

下一步，该行将认真贯彻落实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要求，持续关注重
点人群、重点区域、积极创新宣传方
式及内容，把更多的金融知识送到百
姓生活中去，为构建和谐稳定的金融
环境贡献兴业力量。

兰州市在零工市场
设立9个“劳动争议调解岗”

高效化解劳动纠纷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李冰洁 通讯员董小鹏）为更
好地服务零工市场、零工驿站的用
工单位、用工主体及零工人员，切
实维护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兰州
市人社局近期在全市 9 个零工市场
创新设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岗”。
这一举措，借鉴了新时代“枫桥经
验”，将纠纷解决关口前移，旨在通
过 协 商 调 解 的 方 式 ，推 动 零 工 市
场、零工驿站的健康稳定运行，并
为劳动者提供公正、高效、便捷的
纠纷解决途径。

今年以来，兰州市积极响应全国
公共就业能力提升示范项目的号召，
成功构建了“1+8+N”人力资源市场
服务体系，包括市本级和8个县区零
工市场及44家零工驿站。这一体系
不仅规范了零工市场，还有效对接了
就业者与用工企业的需求，累计服务

零工单位 1.67 万家次，零工人员 6.7
万人次。然而，零工市场也因就业门
槛低、劳动者流动性大、工作碎片化
等特点，面临着监管难题和劳动者权
益保障不足的问题。“劳动争议调解
岗”的设立，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而采
取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些“劳动争议调解岗”不仅为
零工人员提供了多元化的矛盾解决
途径，还围绕零工人员稳定性弱、劳
动权益维护难等问题，坚持“以调为
主、快速化解、和谐便民”的工作原
则。通过开展人社政策及劳动维权
相关法规宣传，为零工市场内各类求
职者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充分运用

“枫桥式工作法”，就地解决零工人员
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纠纷。截至
目前，兰州市“劳动争议调解岗”已受
理案件34件，涉及零工人员薪酬共计
17.4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