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向前进⑨

辽宁

编 辑 李阳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2年2月24日 星期四
农历壬寅年 正月廿四

第11737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0

邮发代号 1-20

http://www.jkb.com.cn

关注各地
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2月 23
日，国务院新闻办就2022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举行发布会。2月
22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对
2022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作出全面
部署。文件提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底线，针对发现的因灾因病
因疫等苗头性问题，要及时落实社会
救助、医疗保障等帮扶措施。

发布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国家乡村振兴局局
长刘焕鑫介绍，2021年，中央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投入1561亿元，
比2020年增加100亿元。总的来看，
2021年脱贫攻坚成果得到巩固和拓
展，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文件要求，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县
域统筹。深入推进紧密型县域医疗卫
生共同体建设，实施医保按总额付费，
加强监督考核，实现结余留用、合理超
支分担。推动农村基层定点医疗机构
医保信息化建设，强化智能监控全覆
盖，加强医疗保障基金监管。落实对
特殊困难群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
的分类资助政策。有条件的地方可提
供村卫生室运行经费补助，分类落实

村医养老保障、医保等社会保障待
遇。提升县级敬老院失能照护能力和
乡镇敬老院集中供养水平，鼓励在有
条件的村庄开展日间照料、老年食堂
等服务。文件强调，接续实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从农民实
际需求出发推进农村改厕，统筹做好
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不具备条件的
可建设卫生旱厕。深入实施村庄清洁
行动和绿化美化行动。

文件要求，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疾病预防控制责任。健全农村新冠
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体系，严格
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

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健言

一直以来，广大卫生健康工
作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弘扬崇
高职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投身疾病预防治疗、医学教
育、医学科研和卫生援外等工作，
涌现出一大批医学大家和好医生
好护士，为维护人民群众健康作
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面对重
大传染病威胁、抗击重大自然灾
害时，“白衣执甲”形象深入人
心。这支队伍凭借良好的职业操
守和过硬的职业技能赢得了全社
会高度赞誉。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提高和医疗保障制度逐步
完善，群众的健康需求在不断释
放，卫生健康队伍在攻坚克难、敢
于胜利的同时，也逐步显现总量
不足、布局不均衡、服务方式和质
量需进一步改进等短板。因此，
对卫生健康队伍建设，不仅要在
思想上重视，更要在行动上常抓
不懈，一年接着一年地加以推进。

推进队伍建设，要立足于 3
个方面：一是锤炼过硬的政治素
质，始终听党话、跟党走，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关键
时刻敢于斗争；二是锤炼过硬的
业务本领，锻造熟悉工作、精通
专业的卫生健康队伍，专一行精
一行，一切从行业实际出发，为
党委政府出谋划策，要体现出扎
实的专业功底和较高的实践水
平，真正使思想、能力、行动跟上
时代和事业发展的需要；三是锤
炼过硬的工作作风，锻造干净干
事、无私奉献的卫生健康队伍，
将思想政治工作与医德医风建
设、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持续为
基层减负，坚定不移将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坚
决克服疫情防控等工作中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以钉
钉子精神抓落实，及时满足群众
实际需求。

当前，卫生健康事业正处于
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实践反复证
明，卫生健康队伍在关键时刻靠
得住。对这支队伍，在保持锤炼
热度的同时，也应更好地给予保
障，特别是要给一线工作人员更
多的关心、关爱，设身处地体会
他们的难处，千方百计解决他们
的实际困难，采取更多务实、贴
心、暖心的举措，做好他们的坚强
后盾。

锤炼综合素质过硬的
卫生健康队伍

□本报记者 高艳坤

墙上张贴着大红福字，屋顶悬挂着
五彩拉花，熟悉欢快的贺岁音乐在空中
流淌……刚刚过去的2022年春节、元
宵佳节，北京市高碑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医务人员一刻都没有停止忙碌。

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

节日象征着团聚，也意味着长时
间辛劳后可以短暂休憩，但对高碑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务人员而言，
节日比平常更忙碌。除了日常的医疗
和公共卫生工作之外，节日期间，该中
心每天都有多人分别参与疫苗接种、
核酸采样、健康监测、冬奥医疗防疫保
障等工作。

与新冠病毒鏖战两年来，该中心
主任王辉的直观感受就是“中心的工
作任务比过去增加了一倍以上”。拿
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核酸检测来说，该
中心派出了30人，从早8时到晚8时，
一人一岗，全天不轮班。“为大家的健
康考虑，中心原来计划3小时一轮班，
但大家都表示可以坚持，不需要轮

班。”王辉心疼地说，中心现共有职工
150人，需要负责辖区内基本医疗、公
共卫生、疫情防控、卫生监督协管等多
项工作，如果采取3小时一轮班的话，
中心每天至少要安排60人参与核酸
采样工作，这也会对中心整体工作安
排造成压力。

疫情彻底改变了中心的工作节
奏。王辉介绍，疫情发生前，很多科室
不需要值夜班，而现在，所有职工都要
轮流参与值夜班。为及时阻断疫情传
播，朝阳区疾控中心时不时发来密接、
次密接者名单。按照要求，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4.5个小时内就要完成地

址核实、密接或次密接者采样、送样、
流调、垃圾处理、联系“120”转运风险
人群等一系列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要
非常顺畅，才能保证在4.5个小时内
完成任务。”王辉说，有时接到好几个
任务，常常一忙就是一整晚。中心还
抽调离家近的职工组建了两支应急小
分队，以便接到任务时能快速响应。

（下转第2版）

新春里，他们比平常更忙

江苏省苏州市此轮疫情暴发后，在核酸采样点，有不少志愿者提
供温情服务。图为 2 月 22 日，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街道的志愿者正在
一个核酸采样点给坐轮椅的老人测温。 王建康摄

防疫志愿者
温情服务

陕西：全力做好
8项重点工作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近日，陕
西省卫生健康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
开。会议确定，陕西省2022年将全力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健康陕西建设、
县域卫生健康综合服务能力提升、公
共卫生体系建设、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管理、中医药
强省战略实施、事业发展保障支撑8
项重点工作。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刘宝琴指
出，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坚
持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主线，坚持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守牢安全发
展底线，推动全省卫生健康事业向更
高的维度挺进。陕西要做好“两个统
筹”——统筹发展与安全，统筹疫情防
控和卫生健康各项工作；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积极老龄
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
展全过程。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
勤社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
制度建设贯穿始终，融入卫生健康事
业改革发展全过程，聚焦主责主业，
切实抓好疫情防控、健康陕西行动、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一老一小”服务供
给、卫生健康领域重大风险防范化解
等重点工作，全力推动卫生健康工作
再上新台阶。

福建：“五个抓好”
持续深化改革

本报讯 （记者陈静）2022年福
建省卫生健康工作视频会议近日召
开。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黄如欣指出，2022年要重点抓好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三医”集成改革、卫
生健康补短板、“一老一小”健康服务
和数字健康建设等工作。

在抓好疫情防控方面，福建将坚
持科学精准防控，扎实做好重点工作。

在抓好“三医”集成改革方面，该
省将因地制宜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持续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在抓好卫生健康补短板方面，该
省将以区域医疗中心为载体，全力打
造高水平医院，实施“高位嫁接、技术
平移”，加快推进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试点项目建设，争取第三批区域医
疗中心试点项目，加快补齐专业专科
短板，提升省域诊疗能力；以新一轮医
疗“创双高”为抓手，重点培育一批高
水平优势专科。

在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方
面，该省将着力提升老年医疗服务水
平，加强老年健康服务机构建设，加快
推进医养结合深入发展，持续推动打
造老年宜居环境。

在抓好数字健康建设方面，该
省将以信息化助力深化医改向纵深
发展，统筹推进“三医一张网”整合
工作，推动“三医”等部门数据资源
汇聚。

本报讯 特约记者蔡良全近日从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在茂名市化州市
召开的慢性乙肝早防早治示范区建
设启动会上获悉，该省在化州市启动
慢性乙肝早防早治示范区建设，以推
动全省慢性乙肝早防早治，力争在
2030年前实现全省消除乙肝公共危
害目标。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朱宏介绍，自 2018 年以来，广东
先后在清远市阳山县范村、茂名市化
州市谢白村、梅州市梅县区益昌村3
地开展慢性乙肝早防早治试点项目，
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建立了一套
农村地区慢性乙肝早防早治的工作
模式。

为巩固扩大项目试点经验成果，
该省决定在化州市启动慢性乙肝早

防早治示范区建设。
朱宏表示，该省将着力形成省、

市、县、镇、村五级联动的强大合力，有
力有序推进示范区建设工作走向纵
深，通过试点，形成一套在全省可复
制、可推广的乙肝防治新模式。

据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骆
抗先乙肝防治工作室将继续加强对
示范区建设的指导。

广东建慢性乙肝早防早治示范区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温海梁）近日，辽宁省卫生健康委等
17个部门发布《辽宁省职业病防治规
划（2021—2025年）》。《防治规划》强
调，紧紧围绕健康辽宁建设要求，构建
新型职业健康发展格局，深入实施职
业健康保护行动，全面提升职业健康
工作质量和水平。

据了解，辽宁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职业健康工作。随着健康辽宁
建设不断深入，职业病防治工作面临
许多新问题，譬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等传染病对职业健康带来新的挑战，
职业病防治支撑服务和保障能力亟
待加强等。

《防治规划》指出，要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深入开展职业健康保
护行动，强化职业病危害源头防控，
督促和引导用人单位采取工程技术
和管理等措施，不断改善工作场所劳
动条件。注重过程管理，严肃查处违
法行为，强化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
体责任。

《防治规划》强调，坚持突出重点，
精准防控。聚焦冶金、建材、化工等职
业病危害严重的行业领域，深化尘肺
病防治攻坚行动，持续推进粉尘、化学
毒物、噪声和电离辐射等危害治理，强
化职业病及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
估，逐步推行分类分级监管，实现精准
防控。坚持依法防治，落实责任。完
善职业健康地方标准和规范，加强监
管队伍建设，提升监管执法能力。落
实地方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
用人单位主体责任和劳动者个人责
任，合力推进职业健康工作。

构建新型职业健康发展格局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2月
2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召
开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提高思想认识，坚定防控策
略，深入总结春节和北京冬奥会疫情
防控成效和经验，进一步查找风险隐
患、补齐短板弱项，对疫情防控工作
再强调、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为
全国两会召开和北京冬残奥会举办
创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国家卫
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目前各地群众、学生陆

续返岗返校，全国两会和冬残奥会举办
在即，疫情传播扩散风险仍然较大，各
地要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提高政治站位，
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不放松，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
动摇，不断优化政策措施，严防死守，
坚决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努力以最小成本、最低层级、最短时间
控制住疫情传播扩散。

会议强调，我国目前疫情防控策
略是正确的，防控措施是有效的，要把
各项工作做细，抓好落实。要快速响
应，抓住聚集性疫情处置早期关键“窗
口期”，坚决果断采取各项防控措施，
尽快实现“社会面清零”，同时统筹保
障好正常医疗。要周密部署，狠抓重
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防控举措
的落实，继续做好两会期间全国面上
疫情防控。要善始善终，全面系统总
结梳理北京冬奥会疫情防控经验，完
善优化防控举措，全力做好北京冬残
奥会疫情防控工作，确保两个奥运同

样安全精彩。要提高效率，加强风险
人员区域协查工作，切实把疫情扩散
风险降到最低。

会议要求，面对奥密克戎毒株加
速流行的防控形势，要按照“稳中求
进”工作要求，继续发挥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切实加强口岸地区疫情防
控，全面加强医疗救治能力建设，主
动加强对公众健康生活习惯和疫苗
接种等的宣传引导，同时建立防控措
施动态调整机制，科学精准抓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严防措施简单化和“层

层加码”，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曾益新主持会议。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负责
同志，相关司局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分别在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赴地方
工作组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以及部分地市、县负责同志、卫生
健康委（局）主要负责同志在分会场参
加会议。

全国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部署做好全国两会和北京冬残奥会期间疫情防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