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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医改已推进10多年，地处
西部的青海省始终保持着干事创业的
激情，从落实国家提出的顶层设计做
起，结合省情和地方特色，下好医改

“一盘棋”，提升民生获得感。

“马快车稳”取得硬
核突破

援助青海医疗工作3年后，浙江
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
专家陈水芳回到了浙江省杭州市，身
上还留有高原阳光灼晒的印记。就
在一个多月前，作为援青专家，陈水
芳还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

医院院长，当时他站在开阔明亮的门
诊大厅自豪地说：“医院人气比以前旺
了很多！”

海西州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人
来人往，人们已习惯了眼前现代化的
服务环境和流程，迈着匆匆的脚步，
踏着电动扶梯，走进不同楼层的各个
科室。

在该院影像诊断中心，一位正在
阅片的医生指着电脑屏幕说：“这张X
线片来自牧区。卫生院拍完片子，通
过卫生专网传送至我们这里，急诊不
超过半个小时、平诊24个小时内就可
出具诊断报告。”如果该院的医生无法
对片子作出诊断，还可以上传给省内
外上级医院进行诊断，这得益于“互联
网+”带来的便利。

几个月前，家住海西州都兰县的
扎西被持续的胸闷、咳嗽困扰。“当时
就在家附近的卫生院拍了片子，显示
肺部周围都是白泡，高度怀疑有癌

变。”如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扎西仍
感到后怕。他表示，在卫生院拍的X
线片被上传到200公里外的海西州人
民医院，为求稳妥，该院的医生还与西
宁市的专家进行了会诊，“一天后，肺
结节无癌症的诊断结果就传了回来，
这让全家人都免于担惊受怕”。

“海西州的面积比浙江省还大，常
住人口却不足50万人。地广人稀，这
是青海省的特点。”海西州卫生健康委
主任潘卫忠介绍，从地理环境、经济社
会的“基本面”出发，当地医改“一盘
棋”力求“马快车稳”，尽量缩短居民看
病的路程，从而减轻整体医疗负担。

过去，很多农牧区的居民习惯把
卫生院当作药房，而县医院因能力不
足对很多疾病束手无策。同样的情
况，在一些市级医院也曾经存在。

只有提升技术能力，才能及时帮
助患者解决病痛。“在省内外的大力支
持下，海西州人民医院近年来取得一

系列硬核突破。”陈水芳介绍，该院创
伤中心已拥有5位掌握微创开颅手术
技术的专家，大大降低了脑出血致死
致残率；胸痛中心已培养两个有资质
的专家团队，今年以来就完成介入手
术70多例；成立了危重新生儿救治中
心及新生儿监护病房，改造了妇产科
一体化产房并改进了围产期危重孕产
妇评估、诊治与康复流程，有力地保障
了母婴安全。

立足居民需求 下好
每一步棋

现代化的设施设备，让海西州人
民医院在硬件建设上与东部沿海地区
的大医院几乎不存在差距。来自该院
的数据也显示，门诊量和住院量年年
递升，三级、四级手术占比逐年提高，
今年在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

的名次进步了47位。
“在地广人稀的环境中，每一项进

步立足的是居民的需求，对应的是下
好医改每一步棋。”潘卫忠举例，海西
州地处高原，高寒缺氧，空气干燥，属
于呼吸系统疾病易发高发地区，不少
农牧民因为支气管扩张而有痰咳不
出，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反复发作，
很多患者不得不到外地寻医。为此，
在各方支持下，海西州人民医院引入
无痛支气管镜技术，培养医护团队。

“仅此一项能力提升，每年就造福了
100多名当地患者。”潘卫忠说。

在海西州政府的支持下，海西州
人民医院多年来以满足当地居民需求
为出发点，广泛开展了无痛支气管镜、
无痛胃肠镜、无痛分娩等技术，还相继
成立了胸痛中心、创伤中心、新生儿救
治中心等临床诊治中心，以及全国疑
难病多学科专家会诊微信群。

（下转第4版）

久久为功 下好医改“一盘棋”

□本报记者 吴倩
特约记者 喻文苏

9月5日12时52分，四川省
甘孜州泸定县发生 6.8级地震。
9月6日16时，四川省政府、省应
急管理局、省地震局在震中泸定
县磨西镇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通报，此次地震已造成66
人遇难，另有15人失联。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该
部主要负责人9月5日连夜率由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组成的国
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赴
震区指导支持抗震救灾。

抢修搜救与时间赛跑

截至9月6日7时，泸定县共
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10次，
最大余震4.2级。道路堵塞、信
号消失、电力中断……基础设施
在摇晃震荡中陷入瘫痪，抢修工
作与时间赛跑。

“亮了！亮了！”9月 5日 18
时20分，泸定县磨西镇临时安置
点亮起震后第一盏灯。国网四川
电力数据显示，地震共计造成1
条500千伏线路、5条110千伏线
路跳闸……超过4.3万户用户用
电受到影响。经过电力部门紧急
抢修，截至6日 6时，近2.2万户
用户恢复供电。 （下转第2版）

救援 争分夺秒进行中

9月6日，四川泸定，救援人员正在转运伤者。中新社供图

甘肃防止
疟疾输入再传播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9月6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发出《关
于进一步加强疟疾防控工作的通知》，
要求持续巩固甘肃省消除疟疾成果，
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

近期，广东省、云南省、浙江省等
地报告集中回国人员发生输入性疟疾
聚集性疫情，疟疾集中发病和再传播
的风险加大。《通知》明确，各地要高度
重视，压实部门职责，优化多部门联动
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和信息共享，科学
规范应对处置输入性疫情。要按照防
止输入再传播技术方案规范疫情处
置，及时开展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
及疫点调查和处置，做到早发现、早报
告、早干预，有效管理输入性疟疾导致
的再传播风险。

《通知》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
疟疾防控信息通报，甘肃省卫生健康
委定期向兰州海关、边检总站、省商务
厅、省文旅厅、省教育厅通报疟疾病例
报告。兰州海关、边检总站、省疾控中
心强化疟疾病例信息适时通报机制，
及时互通共享疟疾病例信息。要围绕
疟疾防控能力建设、监测预警、应急处
置等工作重点，加强相关设施、设备和
人员、物资、经费保障工作；加强疟疾
防治队伍建设，强化疟疾防治能力培
训，提升各级疾控机构的个案流调、疫
点处置、媒介调查与控制、实验室检测
和应急响应等能力；强化二级及以上
综合性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和疟疾
流行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能
力，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本报讯 （记者李季）9月6日，河
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
《河南省“十四五”妇幼健康事业发展
规划》进行解读。《规划》由河南省政府
制定，已于近日发布。《规划》强调，以
保障妇女儿童健康和提高出生人口素
质为主线，将“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理念贯穿妇幼健康工作的全过程、各
环节，重点围绕强基层、提能力、保安
全、重监管、惠民生5个方面发力。

《规划》明确，到2025年，妇幼健
康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方位全生命
周期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
强，严重致残的出生缺陷得到有效控
制，努力让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

续的高质量妇幼保健服务，妇女儿童
健康水平稳步提高。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提出，在
强化基层体系上，到2025年，各市、县
均要有1所政府举办的标准化妇幼保
健机构，80%的二级以上医院妇幼健
康服务能力达标，70%的乡村医疗卫
生机构妇幼健康服务能力达标。在提
升服务能力上，加强妇幼专科、学科和
重点实验室建设，每年为基层培养
300名以上妇幼技术骨干，组建区域
妇幼保健专科联盟，实施妇幼健康知
识普及行动。在保障安全底线上，落
实《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2021—
2025年）》，夯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
规范开展孕产妇风险筛查、评估与管
理，严格高危孕产妇专案管理；实现所
有县（市）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危重
新生儿救治中心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规划》提出，在重视监管治理上，
严格技术准入，规范出生医学证明等
法律证件的管理，完善“互联网+妇幼
健康”服务模式。在惠及妇女儿童方
面，加强宫颈癌和乳腺癌防治，健全妇
女全周期服务链条；每个县（市、区）要
有1个产前筛查机构，每个省辖市要
有1个产前诊断机构，完善县级能筛
查、市级能诊断、省级能指导、区域能
辐射的出生缺陷防治网络。

河南

“五位一体”发展妇幼事业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建军 通
讯员杜娟）“从怀孕开始，我就在妇幼
保健院的‘三孩’门诊做检查，太方便
了。”近日，已怀孕37周的高龄孕妇
李女士在河北省保定市妇幼保健院

“三孩”优生优育指导门诊完成了胎
心监护。还有3周，她的第三个孩子
就要出生了。据悉，河北省在全省范
围内推动“三孩”优生优育指导门诊
建设。

据介绍，该省卫生健康委出台了
相关门诊建设方案和评估标准，并积
极协调省财政下拨专项资金予以支
持，加快健全完善孕前、孕期、分娩、产
后等医疗保健及配套支持措施。根据
建设方案，该省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市
妇幼保健机构整合优生遗传咨询指
导、不孕不育诊疗、产前筛查和诊断、
妊娠风险筛查评估与管理等相关专
业，为孕产妇提供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做到服务区域相对集中、布局设计合

理、流程简洁流畅、环境整洁温馨。同
时，组建以产科医师、优生咨询医师、
男科医师、营养评估医师和护士等专
业技术人员为成员的孕产期保健服务
团队，为孕产妇提供优质高效的孕产
期保健服务。

保定市妇幼保健院“三孩”优生优
育指导门诊，可为有生育“三孩”意愿
的夫妇答疑解惑，为已怀“三孩”的孕
妇进行孕期健康管理。保定市妇幼保
健院党委书记杨金兰介绍，该门诊主
要依托孕产保健部，并整合了妇科、营
养科、中医科等多学科专家技术资源。

据悉，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今年11
月将组织专家对各市“三孩”门诊建设
情况进行评估验收。对逾期验收评估
不合格者收回资金，停止安排下一年
度有关资金补助，并在全省通报；对发
现有挤占、挪用建设资金等违法违规
行为的，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责任。

河北

建设“三孩”优生优育门诊

北京强化
高校疫情防控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记者
姚秀军）9月6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第393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北京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刘晓峰在会上通报，9
月 6 日 0 时至 10 时，北京市新增一
起高校相关聚集性疫情，再次警示
高校、中小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是
疫情防控重点，要重点关注进返京师
生和员工，严格执行进返京人员规范
管理。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
委新闻发言人李奕强调，当前仍有近
23万高校师生员工需陆续返京返校，
各高校要加强学生信息摸排，全面掌
握学校每日京内外师生员工人数、健
康状况，加强人员分类管理；指导学生
做好返京途中的防护工作，乘坐列车、
航班时全程科学佩戴N95口罩；严格
落实“日报告”“零报告”制度，返校后
7日内增加核酸检测频次，不开展线
下聚集性活动。

李奕指出，各高校要加强分级网
格管理，建立“楼长—楼层长—宿舍
长”单元管理体系，明确应急工作流
程；建立健全回应师生员工诉求的工
作机制，及时公布相应的电话、反映方
式等；储备充足的口罩、消毒液、防护
服等防疫用品，以及常用药品、其他日
常生活用品等。

本报讯 （特约记者程守勤 刘
敏）近日，在江苏省召开的“奋进新江
苏 建功新时代”系列主题新闻发布活
动——人民生活专场新闻发布会上，
该省发布了江苏居民十年“幸福”成
绩单。相关数据显示，近十年来，江
苏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更趋完善。与
2012 年相比，截至 2021 年年底，该
省卫生机构增加 5394 个，达到 3.6
万个；每万人拥有医师数由 19.5 人
增加到 32.1 人，增长 64.6%；每万人

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从33张提高到
近55张，增长66.7%。2020年，该省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9.3 岁，比
2010年提高2.7岁，比全国平均水平
高出1.4岁。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
亡率等主要健康指标，该省均位居全
国前列。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邱泽
森介绍，近十年来，在健康江苏建设方
面，该省13个设区市和21个县级市
建成国家卫生城市，9个设区市、8个

县级市入选全国健康城市建设样板
市，总数量均居全国第一。该省统筹
推进健康江苏25项专项行动，建成省
级健康促进县区50个、健康教育基地
36家，该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高到
32.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个百分
点。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面，江苏
省加快构建分级诊疗格局，所有公立
医疗机构纳入医联体建设。县级医院
达到国家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的比
例为97.23%，达到推荐标准的比例为

87.56%，均居全国第一。该省在全国
率先开展社区医院、农村区域医疗卫
生中心建设，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国家服务能力基本标准、推荐标准比
例均列全国第一。在公共卫生工作方
面，江苏省日最大核酸检测能力由新
冠疫情发生初期的 2万管快速提升
到目前的1174.6万管，定点医院救治
床位从1555张增加到14904张。此
外。江苏省建成国家级慢性病防控示
范区37个，数量居全国首位。

江苏晒出十年“幸福”成绩单
卫生健康多项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
习近平9月6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
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意
见》等。

习近平在主持会议时强调，要健
全适应乡村特点、优质高效的乡村医
疗卫生体系，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就

近获得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医
疗卫生服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和加强乡村医疗卫生体系
建设，从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人员队伍
建设、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采取一系
列举措，持续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基本实现了农民群众公平享有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要重点强化县域
内医疗卫生资源统筹和布局优化，合
理配置乡村医疗资源。要加强人才培
养和引进，统筹解决好乡村医生薪酬
分配和待遇保障问题，打造一支专业
化、规范化的乡村医生队伍。要提高
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水平，强化乡村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功能，加强疾病预防
控制能力建设，加快构建起强大的公
共卫生体系，为维护人民健康提供有
力保障。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强调——

健全适应乡村特点、优质高效的
乡村医疗卫生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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