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2年7月12日 星期二
农历壬寅年 六月十四

第118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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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报官方微信二维码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丂

扫一扫
加关注

健康报
每天到编 辑 李阳和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县域医
共体统一运营管理信息系统，资源调
配、业务经营、质量评价、财务分析、效
率监管等实现数字化管理。”近日，浙
江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印发《关于县
域医共体紧密程度评价标准和监测指
标（试行）的通知》，要求聚焦县域医共
体“一家人一盘棋一本账”核心体制机
制，定期监测各地县域医共体建设的
进展和成效，科学评价县域医共体紧

密程度，巩固和扩大县域医共体改革
成效，进一步加快提升县域和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

《通知》明确，评价监测采取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通过定性
指标评价“一家人一盘棋一本账”改革
落实情况，衡量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
程度；通过定量指标监测县域医共体
建设实际成效。

评价标准由县域医疗卫生服务新

体系、管理新体制、运行新机制、制度
新优势、能力新提升和数字县域医疗
卫生新发展等6个维度的15条评价
标准构成。评价指标档次分为A、B、
C三档，A档为优秀类指标，B档为良
好类指标，C档为合格类指标。监测
指标由有序就医格局基本形成、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医疗卫生资
源有效利用、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升
等4个维度的15条指标构成。

《通知》明确，各县域医共体按照
统一部署，通过信息化方式将评价资
料报送浙江省卫生健康委。评价资
料分为两部分：一是政策设计与进
展，包括当年出台的县域医共体改革
相关政策文件，以及根据县域医共体
建设评价标准开展自评的结果和佐
证资料；二是县域医共体建设监测指
标相关数据。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将
组织专家对各县域医共体报送资料进

行复核与评价。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县域医共体紧密程度评价和监测
数据需出自现有卫生健康统计报表、
卫生财务报表、医保信息系统等，要加
强信息互联互通，强化数据质量，确保
数据真实有效。评价结果与省财政补
助资金、医院床位配置、大型医用设备
审批、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等级评审
等挂钩。

浙江加强医共体紧密程度评价
聚焦“一家人一盘棋一本账”，以定性定量方式监测建设进展和成效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明
确，今年继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筹资标准。各级财政继续加大对
居民医保参保缴费补助力度，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新增30元，达到每人每年
不低于61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
准30元，达到每人每年350元。中央
财政继续按规定对地方实施分档补
助，对西部、中部地区分别按照人均财
政补助标准80%、60%的比例给予补

助，对东部地区各省份分别按一定比
例补助。

《通知》要求，稳定居民医保住院
待遇水平，确保政策范围内基金支付
比例稳定在70%左右；完善门诊保障
措施，继续做好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
药保障，健全门诊慢性病、特殊疾病保
障；增强大病保险、医疗救助门诊保障
功能，探索将政策范围内的门诊高额
医疗费用纳入大病保险合规医疗费用
计算口径，统筹门诊和住院救助资金
使用，共用年度救助限额；合理提高居
民医保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切实

支持三孩生育政策，减轻生育医疗费
用负担。

《通知》明确，城乡居民医保在今
年年底前要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制度框
架统一，40%统筹地区完成清单外政
策的清理规范；持续推进全国统一的
医保信息平台深化应用，充分发挥平
台效能，探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发挥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商业银行、
政务应用等渠道作用，在跨省异地就
医备案、医保电子凭证激活应用等领
域探索合作机制；健全防范化解因病
返贫致贫长效机制，完善参保动态监

测、高额费用负担患者预警、部门间信
息共享、风险协同处置等工作机制，确
保风险早发现、早预防。

《通知》要求，推动实现全国医保
用药范围基本统一，逐步规范统一省
内基本医保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等政
策，稳步推进省级统筹；今年年底国家
和省级（或跨省联盟）集采药品品种数
累计不少于350个，高值医用耗材品种
累计达到5个以上；启动医药价格监测
工程，编制医药价格指数，强化药品和
医用耗材价格常态化监管，持续推进医
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实施。

城乡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继续提高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财政部、国家中医
药局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
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
财政补助标准为84元，新增5元统筹
用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列出了2022年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项目主要内容：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统筹实施好居民健
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以
及0～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等群

体的健康管理和高血压等慢性病患
者管理等服务项目；不限于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实施的地方病防治、职业病
防治等16项服务内容按照原途径推
动落实；新增优化生育政策相关服务
内容。

《通知》要求，从严从实抓好基层
常态化疫情防控。规范开展新冠病
毒抗原检测和核酸采样；统筹新冠病
毒疫苗和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加大公
共卫生医师培养、配备力度，积极推
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卫生委员会
建设。

《通知》明确，切实做好“一老一
小”健康管理服务。优化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结合实际开展
老年人认知功能初筛服务；为0～6岁
儿童提供规范化、有质量的健康管理
服务；加强婴幼儿科学喂养、生长发
育、疾病预防、口腔保健等健康指导；
促进吃动平衡，预防和减少儿童超重
和肥胖；强化儿童视力检查、眼保健和
发育评估，对发现异常的，要指导到专
业机构就诊。

《通知》要求，推进城乡社区医防
融合能力提升。以高血压和2型糖尿

病为切入点，以每个乡镇卫生院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培养1～2名具备医、
防、管等能力的复合型骨干人员为核
心，推动提升城乡社区医防融合服务
能力。

《通知》明确，全面推进电子健康
档案普及应用。有效发挥居民健康档
案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居民全流程
健康管理中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推进
以居民为中心的个人健康档案数据跨
机构、跨区域动态归集更新和便民服
务，持续推进电子健康档案向居民个
人开放。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84元
新增5元统筹用于基本公卫服务和基层疫情防控

农牧区中小学生
享每周量化食谱

本报讯 （特约记者高列）近日，
《青海省农牧区中小学生膳食营养指
导手册》出版发行。《手册》综合考虑青
海省海拔、季节、地方饮食文化资源等
因素，充分体现了该省不同地区中小
学生营养需求和多民族饮食文化的
特点。

《手册》图文并茂，生动系统地讲
解了儿童青少年营养与健康的内涵与
关系，同时结合青海省实际推荐了24
份针对不同地区、年龄段（6～17岁）
和季节的每周量化食谱。每周量化食
谱中各类食物所含的能量和主要营养
素可满足各年龄段中小学学生生长发
育所需，保证高原（海拔3000米及以
上）地区中小学学生平均每日膳食能
量摄入。

人工智能提升
基层结防能力

本报讯 （通讯员方育霞 特约
记者徐雅金）近日，由江西省卫生健康
委主办，省疾控中心、结核病专业质量
控制中心承办，省胸科医院举办的

“5G+AI赋能结核病防控 科技为老
百姓办实事，全省千家机构点亮行动”
启动会举行。

据悉，该行动旨在通过互联网信
息化手段搭建覆盖全省的基层医疗机
构肺结核防控监测平台，运用人工智
能医学影像全流程系统，实现肺结核
病识别，弥补基层医疗机构拍片质量
不高、读片能力不强、缺少影像诊断医
师等短板，提高基层医疗机构肺结核
诊疗水平。

“健康明白人”
评出

本报讯 （特约记者贾志海 肖
建军）日前，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省
中医药局联合主办，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健康新
生活 奋进新时代——河北省‘健康明
白人’评选活动总决赛”落下帷幕。

据介绍，该活动围绕公民健康素
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中医养生保健素
养知识、健康中国行动、慢性病、传染
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知识与
技能等内容，通过现场答题、专家点评
等形式开展。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
衡水代表队获得团队一等奖，廊坊代
表队、邯郸代表队获得团队二等奖，石
家庄代表队、承德代表队、秦皇岛代表
队获得团队三等奖，6个地市卫生健
康委荣获优秀组织奖。

青海

江西

河北

晒丰收

7 月 11 日，农
民在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扎兰屯
市成吉思汗镇天原
中草药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晾晒金莲
花。近年来，当地
合作社积极发展苍
术、赤芍、金莲花等
中草药种植，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

韩冷摄

高端医疗装备应用
示范基地将有管理办法

本报讯 （记者郭蕾）近日，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起
草了《高端医疗装备应用示范基地管
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征求意
见稿明确了高端医疗装备、示范基地
的分类和定义，以及申报主体、申报条
件和管理办法等内容。公众可于
2022年8月10日前提出意见和建议。

根据征求意见稿，高端医疗装备
是指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
先水平的医疗装备，产品类别主要包
括诊断检验装备、治疗装备、监护与生
命支持装备、中医诊疗装备、妇幼健康
装备、保健康复装备、有源植介入器械
等。示范基地是指以医疗装备作为优
势产业，对医疗装备技术、产品、临床
应用、服务模式及创新链、产业链、服
务链优化升级具有示范带动作用，主
导产品发展水平、规模效益、临床应用
等居行业领先地位的医疗装备产业发
展集聚区。示范基地包括开展临床应
用示范和示范基地建设两个部分，临
床应用示范是示范基地建设的组成部
分和前提条件。

关于申报主体，征求意见稿指出，
临床应用示范由医疗机构牵头，采取

“1+N+N”联合体方式申报，即1家牵
头医疗机构+N家医疗装备企业+N
家联合医疗机构。示范基地建设由地
方政府牵头申报，组织医疗机构、医疗
装备企业、科研机构等开展合作。征
求意见稿针对两类申报主体，分别制
定了包含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评价条
款、指标性质的具体申报要求，指明了
约束项和引导项。

本报讯 （记者崔芳）近日，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怀
金赴健康报社调研中医药宣传工作，
并见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与健
康报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他强调，
要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中医药正面宣传
声势，讲好新时代的中医药故事，为中
医药振兴发展厚植文化土壤、营造积
极氛围。

签约仪式上，健康报社党委书记、
社长邓海华表示，健康报社将秉持行
业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媒

体融合报道的优势，不断增强服务能
力，推陈出新，通过更加丰富的形式、
载体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好政策
解读、舆论引导，以及改革创新和典型
经验报道。

调研期间，秦怀金出席了健康报
社主办的共话“十四五”中医医院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秦怀金强调，坚持姓

“中”的定位是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
核心要求，要聚焦坚持姓“中”优化资
源配置，围绕彰显中医药特色优势锻
长板补短板，紧紧依靠改革增强发展

动力活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的中医药服务；坚持全方位发展
是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要求，
必须长期坚持、统筹兼顾，加强医疗、
教育、科研、人才等各领域高质量发
展的相互支撑和整体联动，为中医医
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和根本
保障。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负
责同志等陪同调研。多家中医医院
的负责同志、中医药专家等参加座
谈会。

讲好新时代的中医药故事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与健康报社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北京将建社区专病
特色科室培育基地

本报讯 （记者王倩 特约记者
姚秀军）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印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专病特色科室建设工作的通知》。根
据《通知》，北京将在三级医疗机构及
专科医疗机构建设社区专病特色科室
培育基地；培育基地按照“医联体优
先、双向选择、统筹安排”的原则，与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协作关系，指导
帮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专病特色
科室建设。到2025年，全市建成300
个社区专病特色科室，今年年内至少
建成50个符合标准的社区专病特色
科室。

据了解，此前，北京市东城区龙潭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申报的116
个专病特色科室达到建设标准，被确
定为2021年度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专病特色科室。此次《通知》进一
步扩大专病范围，在前期重点覆盖高
血压病、2型糖尿病、冠心病（冠心病
合并心理疾病）、脑卒中、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康复（卒中、颈腰痛、膝骨关节
病）、骨质疏松症的基础上，将专病范
围进一步拓宽至儿科、老年病科、皮肤
科、口腔科、中医科等，以及妇女保健
等符合基层功能定位的专业领域。

《通知》提出，社区专病特色科室
培育基地作为“孵化器”，要发挥专业
和品牌优势，积极主动帮助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对照标准建设提升，利用技
术帮扶、人才培养、山区巡诊等多种方
式，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特
别要对农村偏远地区加大帮扶力度；
要将社区专病特色科室建设工作纳入
医联体、社区卫生服务绩效考核范围，
将考核结果与市医改奖励资金挂钩，
加大社区专病特色科室建设经费保障
力度；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统筹使
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收支结余等
经费，保障专病特色科室发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