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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喻文苏 特约记
者范川）到2025年，四川省人均预期
寿命达78.2岁，公共卫生临床救治体
系全面建成，县域内人人享有均等化
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近日，四川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四川省“十四五”
卫生健康发展规划》，加快健康四川
建设。《规划》围绕健康水平、健康生
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健康产业、健
康保障六大发展目标，谋划部署了全
省今后5年的7项卫生健康发展主要
任务，提出了27个主要发展指标。

《规划》部署的7项卫生健康发展
主要任务体现“七个新”：人民健康水
平得到新提高，居民健康生活方式基

本普及；卫生健康体系构建新格局，
国家、省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取得更大进展，建成400个左右县
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健康服务能力实
现新提升，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对能力显著增强；重大疾病防
治取得新成效，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
升趋势得到遏制，严重精神障碍、职
业病得到有效控制；健康产业发展迈
出新步伐，打造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
的领军企业、知名品牌和关键技术；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深化

“三医联动”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分级
诊疗体系、医疗联合体建设、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卫生健

康治理效能达到新水平，促进健康的
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卫生健康领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规划》提出，加快创建国家医学
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省医学中
心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到2025年，
市级综合医院全部达到三级乙等。深
入推进卫生城市、卫生乡镇（县城）创
建，到2025年底，国家卫生乡镇（县
城）比例提高到10%。加快国家、省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到2025
年，重点慢性病患者过早死亡率下降
到15.74%。实施社区医养结合能力
提升项目，到2025年，建成260个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力推动

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疑难重症
诊疗能力，到2025年，力争建成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70个、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300个。

《规划》要求，建立适应行业特点
和社会需求的医疗卫生人员培养机
制和供需平衡机制。加强全科医生
培养和使用，推动乡村医生队伍向执
业（助理） 医师转化。加强全科、儿
科、麻醉、急诊、重症等急需紧缺专业
人才培养培训，加大公共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建设，建立首席公共卫生
医师制度。实施四川卫生健康英才
培养计划，遴选培养一批首席专家、
领军人才、中青年拔尖人才和临床技

能名师。
《规划》明确，加强医疗联合体建

设，由市（州）三级公立医院牵头，整
合各层级医疗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
构，形成“N+1+N”（多个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1个区级医院+多个市级医
院的优势专科群）的格局。完善全民
健康信息标准化体系，建设临床检验、
医学影像信息共享平台，逐步实现省
域内的信息互认。

此外，“十四五”期间，四川将全面
推动川渝卫生健康一体化发展，加强
双方在健康中国行动、公共卫生、医
疗、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业等方面的协
同发展。

健康四川建设瞄定“七个新”

□本报记者 杨金伟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是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有效缓解群
众看病难问题的重要举措。在由健康
报社、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联
合主办的第八届大型公立医院发展高
峰会议上，各方代表在“吹响医疗中心
建设集结号”分论坛，以线上线下的方
式，就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展开深
入交流。

以高位推动重塑医疗新格局

在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下，医院高
质量发展成为主旋律，强化公立医院

的体系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
理创新，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建好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辽宁省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计立群介绍，辽宁省结合省
情确定了总体发展思路，即“补短板、
强优势、提水平、建高峰”，形成“综
合+专科”同步推进、以一家核心优质
医院为主体、联合若干家高水平医院、
辐射带动多家基层医院共同建设发展
的新模式。辽宁省确定以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和中国医科大学附属
盛京医院强强联合，创建综合类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组织9家高水平医院、
140余个科室参与创建国家儿童、口
腔、呼吸、癌症等13个专科类别的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建立起各有侧重、分
工协作的“1+X+N”的基本构架。

计立群说，辽宁省与国家卫生健

康委签订共建协议，出台了多个省级
配套支持政策和措施，为公立医院的
快速发展松绑减负。辽宁省政府还成
立了工作专班，建立工作例会和月报
告制度，形成了督办、会商、研究、落实
的工作机制。经过努力，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成为首批获批国家儿
童区域医疗中心的医院，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创建肿瘤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方案获得国家批复，并正
式加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辽宁
医院的牌匾。

“我们制订了辽宁省推进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省级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目标与任务，并
选择14个专科设省级区域专科医疗
中心，同时还将建设15～20个省级中
医类别专科类的医疗中心，目的就是

以国家和省级两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为载体，辐射带动全省基层医疗服务
水平的提升。”计立群说。

“大连市共有10家三甲医院、34
家三级医院，有高原缺高峰。”大连市
政府副秘书长，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党
组书记、主任赵作伟对大连市医疗服
务体系现状有着清晰的认识。大连市
提出“人有专长、科有重点、院有特色”
的发展思路，以“大综合、强专科”“大
专科、小综合”的理念，在全市范围内
布局新的就医格局。以大连市中心医
院为例，该市通过给项目、给设备、“移
植”专家的方式，打造区域医疗中心、
优势特色专科。通过外部推动和内部
管理协同发力，大连市中心医院被认
定为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大连区域分中心。（下转第4版）

多措并举，打造医学高地

第八届大型公立医院发展高峰会议系列报道⑥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医
疗护理服务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
京市、天津市、山西省、吉林省、上海
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山东省、
湖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
南省、四川省、陕西省等15个省份为
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地区。《通知》要
求，自2022年1月至12月，经过1年的
试点，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老年医
疗护理服务的地方经验和典型做法。
到2023年，将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

《意见》明确，要增加提供老年医
疗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床位数量。
试点地区要引导区域内部分一级、二
级医院转型为护理院，或支持社会力

量举办规模化、连锁化的护理站、护理
中心等，增加护理院（站）和护理中心
的数量。要加强老年医疗护理从业人
员培养培训。试点地区要增加老年护
理专业护士数量，扩大医疗护理员队
伍，提高老年医疗护理从业人员专业
能力和服务技能。支持具备一定条件
的医疗机构、行业学会、职业培训机构
等与养老院等进行合作，提供相关培
训。要增加多层次老年医疗护理服务
供给。试点地区要根据区域内老年人
疾病特点、自理能力和医疗护理需求，
指导医疗机构按照功能定位为老年人
提供多层次的医疗护理服务。

《意见》明确，要创新多元化老年
医疗护理服务模式。试点地区要支持

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护
理服务”和延伸护理服务，将机构内医
疗护理服务拓展到社区和居家。要开
展老年人居家医疗护理服务试点。试
点地区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部分符合
条件的试点医疗机构，率先开展居家
医疗护理服务。要探索完善老年医疗
护理服务价格和支付机制。试点地区
要充分发挥本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基
本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长期护理
保险等政策合力，为开展老年医疗护
理服务试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要求，试点地区要加强老
年医疗护理服务质量安全监管，将提
供老年医疗护理服务的医疗机构纳入
本地区医疗护理质量控制监测体系。

15个老年医疗护理服务试点确定

本报讯 （记者杨金伟 邹欣芮）
近日，健康报社与辽宁省沈阳市卫生
健康委在沈阳市签署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提出让沈阳市的改革经验及成

绩借力健康报社的媒体优势，产生
“1+1>2”的能量，为沈阳市卫生健康
事业增添新亮色，为健康报社的发展
增加新活力，让人民群众对卫生健康

领域发展改革成果拥有更多获得感。
健康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邓海华

表示，健康报社与辽宁省卫生健康委
去年签订战略协议以后，在辽宁开始

了全新的探索，成立了健康报社辽宁
融媒体中心，创办了健康中国辽宁频
道等，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健康报社
将利用这几个平台做好沈阳市卫生健
康宣传工作。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占
福介绍，沈阳市卫生健康委近3年带
领各医院在高质量发展、健康诊疗建
设等领域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相信
通过合作开展研讨、调研、论坛等品牌
活动，能打造一批具有沈阳特色的卫
生健康融媒体产品，提升沈阳市卫生
健康工作影响力。”刘占福说。

健康报社与沈阳市卫生健康委启动战略合作

构建沈阳卫生健康宣传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毛旭 通讯员孙

苗）接诊，随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又
是忙碌的一天。湖北省枝江市董市镇
曹店村卫生室23岁的大学生村医黄
婧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这得益于曹
店村 67 岁老村医杨正华的“传帮
带”。记者从该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
该省在岗大学生村医截至目前已达
4864人。

截至2020年年底，湖北省共有乡
村医生3.9万余人。其中，大专以上
学历占10%，中专学历占74.8%。大
学生村医“接棒”，实现村医队伍“血
液”更新，迫在眉睫。该省提出，到
2025年实现全省一村一名大学生乡
村医生。今年，“万名大学生乡村医生

配备”项目被列为湖北“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十大惠民、四项关爱”实
事项目首位，由省委主要领导领办，省
卫生健康健委等8部门联合印发实施
方案，共同推进落实。

据悉，湖北省通过订单定向培养、
社会招聘、上级机构派驻巡诊、学历提
升4种途径方式，提高大学专科学历
的乡村医生比例。通过实施专业技术
培训、提升薪酬待遇、畅通职业晋升通
道等措施，增强村医岗位吸引力，确保
大学生村医“留得住”“用得好”。

今年秋季，该省1538名订单定向
培养的大学生村医入校就读，超额完
成本年度计划；乡镇卫生院派出医务
人员1069人到村卫生室巡诊、下沉进
村；面向社会招聘162名大学生村医；
在岗乡村医生学历提升逐步铺开，已
报考或在读达2008人。

湖北大学生村医达4864名

本报讯 （记者刘泽林）海南省医
疗保障局、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海
南省医疗服务价格（2021版）》，明确
提高6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价格平
均增幅为48.95%；调低29项明显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检验类等项目价
格，价格平均降幅为30%。新版医疗
服务价格将于12月1日实施。

据悉，海南现行医疗服务价格是
2004年制定的，省内还存在省属、海
口市、三亚市、陵水县、其他市县等5
套医疗服务价格版本，与医疗服务价
格管理工作发展和监管要求不适应，
收费标准已经不适用，甚至存在市县
同等级医院价格高于省属最高指导价
等问题。

《海南省医疗服务价格（2021
版）》明确，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分类管

理，价格类型分为最高指导价、市场调
节价、暂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3种。
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全省统筹统收
统支机制，统一全省医疗机构医疗服
务最高指导价，实行政府最高指导价
的医疗服务项目，公立三级、二级、一
级医疗机构分别执行一类价、二类价、
三类价，不得上浮，各市县和医疗机构
可以根据成本变化情况自主向下浮动
价格，幅度不限；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
的医疗服务项目和暂由医疗机构自主
定价的医疗服务项目由医疗机构自主
确定价格，价格必须分别报省医疗保
障部门和省卫生健康部门事前备案，
备案价格必须为实价，一经确定一年
内不得随意变动，变更价格须重新事
前备案；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
格实行市场调节价。

海南发布新版医疗服务价格

禁毒教育进校园

11月23日，湖南省邵阳市洞
口县禁毒办、教育局在中小学校
开展“全民禁毒、有你有我”校园
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图为民警在
给该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学生上禁
毒教育安全课。 滕治中摄

福建核酸检测
降至39元

本报讯 （记者朱成玲）近日，福
建省医疗保障局会同福建省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疫情防控与医疗
救治组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项目价格的通知》，提出自
11月24日起，新冠病毒核酸1人1检
测项目价格由原每人次53元调低至
39元，5混1检测、10合1混采检测项
目价格统一调低至每人次8元。

《通知》要求，对入境人员、密切接
触者、密接的密接等高风险人员，在集
中隔离期间严格落实单人单检。

中医医师规培
高峰论坛举办

本报讯 （记者王成凤）由中国医
师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医医师规范化
培训高峰论坛近日在京举办。本届论
坛以“遵循规律 聚焦质量 创新发展”
为主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秦怀金等出席
开幕式并讲话。

秦怀金指出，要改革完善中医规
培模式，强化中医思维培养和临床能
力培训，健全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
培训制度。各地中医药主管部门、中
医规培基地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强
化基地内涵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论
坛上，张伯礼以“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的思考”为主题作报告，重点阐述
中医药在重大疫病防治中的作用、优
势和贡献，并围绕中医医师成长、中医
规培制度完善等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