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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2021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标志着公立医院进入了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在至今的两年多时间
里，各地各医院积极探索高质量发展
的实践路径，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工作不断走深走实。9月 14日在
四川省成都市召开的全国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现场会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
要求、作出部署。聚焦当下，展望未
来，各方都铆足了劲，以奋斗者的姿态
迎接机遇与挑战，共同开创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新局面。

抓住关键 科学探路

记者采访发现，对公立医院发展，
大家有一个共识：经过多年努力，我国
在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动高质量发
展上的一系列具体思路、政策和措施
已基本成型，关键在落实。在积极探
索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实践路径上，公
立医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和以问题导
向，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蹄
疾步稳向前行。

以四川省为例，2022年，四川省
外就医三级医院患者占3.3%，是全国
患者流出最少的8个省份之一。成绩

的背后是一盘全局统筹的大棋。该省
卫生健康委主任徐斌介绍，四川加快

“高峰高原高地”建设，获批国家口腔
医学中心和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规划设置3个省医学中心和
50个省区域医疗中心，国家、省、市
（县）级临床重点专科分别达到 118
个、151个、715个。

放眼全国，无论是体系建设还是
点上深耕，都有了看得见的变化。会
议指出，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
87.7%的县医院服务能力达到二级及
以上医院水平，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
医疗中心工作初具成效。目前，我国
已设置13个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和儿
童类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着力解决

影响人民健康的长期性、全局性医学
问题；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项目聚焦解决跨省异地就医问题；
100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
推动省域地市的重点疾病诊疗水平与
省会城市差距逐步缩小。

在临床专科能力方面，“国家级重
点专科往前带、省级重点专科均衡建、
县级重点专科有序跟”工作格局初步
形成。会议公布，“十四五”以来，我国
累计设立国家级重点专科项目 962
个、省级重点专科项目 3787 个、市
（县）级重点专科项目1.11万个，累计
开展新技术新项目7.64万项，申请专
利 4.17 万余项，2017—2021 年三级
综合医院绝大多数病种和手术平均住

院日呈下降趋势。
在科技创新方面，会议介绍，目

前，我国已建成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建立覆盖2000多家医疗机构
的协同创新网络，建设103个国家卫
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部分高水平医
院深化医教研产用协同攻关，积极探
索建立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平台，将科
研成果服务临床和疾病防控一线，科
技成果转化收入逐年增加。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介绍，华西医院
打造了23万余平方米的独立科研平
台，构建了超6000人规模的专兼职科
研队伍，专职博士后达850人，制定华
西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九条激励政策。

（下转第3版）

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持续走深走实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
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
2023河南郑州“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大型义诊活动在郑州市郑东
新区如意湖文化广场启动。来自
驻郑22家省级医疗机构、郑州市
属13家医疗机构、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等37家单位的194名专家参与义诊。

在当天的义诊活动中，医务人员共
为5439人次提供义诊、免费健康咨询
服务，为1796人次免费测血压、血糖、
视力、心电图、彩超、血型等，发放药品
价值约4.36万元，发放各种健康教育宣

传资料、健康教育处方10623份。
据介绍，除举办集中义诊活

动外，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还将组
织有关专家深入县级医院、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义诊，同时举办健康大讲堂等多
种线下活动。

河南：多形式开展义诊活动

走进“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

□本报记者 杨世嘉 段梦兰
特约记者 贾志海

9月8日一大早，河北省石家庄市
长安区柳辛庄社区外的早市热闹非
凡。大大小小的门脸前，阵阵香气扑
鼻而来，街坊邻里们搬着小马扎拼桌
而坐，小巷里满是烟火气。

“老张，来屉包子啊？”包子铺的老
板招呼着。热腾腾的蒸汽从大笼屉里
冒出来，雪白的酱肉包子直流油。老
张犹豫了片刻，把口水往回咽了咽，还
是拒绝了。老张是柳辛庄人，媳妇在
市里租房陪孩子读高中，他平日里吃
饭常到小饭馆对付两口。饭馆做菜盐
用得多，时间一长，老张的身体“报警”
了。“去年体检，血压超过了140，现在
吃盐少哩，酱味儿重的可不敢多吃！”
老张感慨。

离开包子铺，老张买了两个白水
煮蛋和一袋热豆浆当早饭。“过去村子
里务工、务农的人多，都觉得吃味儿重
的食物才有力气干活。现在不能光贪
嘴了，得怎么健康怎么吃。”老张边走
边对记者说。

老张家的厨房不算大，可瓶瓶罐
罐摆了两三排。“这都是后买的，原来
放盐连勺都不用，酱油也不装在调料
瓶里，直接往里倒。”说着，老张拿起控
盐勺展示，“这一勺是一克，现在一顿
饭就吃两勺盐。”

老张坚持用控盐勺、控盐罐一年
半了，不仅自己用，他给媳妇也买了一
整套控盐用具。减盐的好处是实实在
在的，一个月前，老张到医院体检，血
压降到了130毫米汞柱。

同日中午，石家庄市裕华区南栗
社区居民赵大妈和黄大婶在小区南门
会合。由于丈夫都在外地务工，两人
常到离家不远的裕翔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食堂约饭。当天的菜品有芹菜炒腐
竹、西葫芦炒虾仁、烧茄子、红烧肉，主
食是馒头、紫米饭、玉米饼，还有小米
粥。看到有自己最爱吃的烧茄子，赵
大妈多盛了一勺盖在饭上。

“这儿的烧茄子可没自己家里做
得咸，但味道还不赖。”在一旁用餐的

裕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吴向更边
吃边说，“赵大妈盛的这一盘，最多不
超过 3 克盐，有酱油的菜几乎不放
盐。”这顿午饭一人10元钱，赵大妈和
黄大婶吃得心满意足。

裕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毅
介绍，为了推广健康饮食方式，中心食
堂面向辖区老年居民开放，所供菜品
严格控制盐、油、糖等调味品添加量，
既能让居民吃上可口的菜品，又能保
证饮食健康。

“原来做饭放盐没个度，味儿不够
还得回锅再加点盐。”赵大妈说，自从
和黄大婶约饭后，原先爱吃的咸菜、腊
肉等吃得越来越少了，在家做饭也用
上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配发的控盐
勺，养成了减盐饮食习惯。

越来越多的街坊开始转变饮食观
念，倡导减盐饮食，这是赵大妈、黄大
婶切切实实的感受。“我给闺女从网上
买了控盐勺，方便又实用，希望我外孙
从小能吃得健康，有一个好身体。”黄
大婶说。

控盐，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22）》里有明确建议。《指南》提出，
培养清淡饮食习惯，少吃高盐和油炸
食品；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不超过5
克。对此，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生
物工程学院食品技术系副教授、中国
营养学会注册营养师田维娜表示，限
制每日食盐摄入量是健康所需，盐摄
入超标与高血压发病率有直接相关
性，同时会增加肾脏负担，损伤心脏，
甚至增加罹患胃癌的风险。

“量化食盐摄入量是控盐饮食的
关键。”在田维娜看来，对于绝大多数
人而言，控盐勺、控盐罐、电子秤等限
盐工具的使用直观、有效，能够较为精
准地对食盐摄入量进行把控。她还提
示，除了食盐，还要格外注意对酱油、
蚝油、鸡精等调味品，以及薯片、瓜子、
话梅等加工性食品的摄入，其含有较
多的隐形盐，易被忽视。

“在限制食盐摄入量的基础上，
大家可以使用葱、姜、蒜等来丰富味
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口腹之
欲，更好地达到减盐的目的。”田维
娜说。

从“重盐”到“控盐”

本报讯 （特约记者何丽平 庞
珺）自9月13日起，广东省东莞市在
全市范围内推广重点企业“健康副厂
长”模式。此举旨在打通企业健康服
务“最后一公里”，提升东莞工厂企业
员工的健康水平，助力东莞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这是记者近日从东莞市卫
生健康局获悉的。

据了解，今年年初，广东省、东莞
市相继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要求卫
生健康系统在推动经济社会民生等
高质量发展中有所作为，为企业提供
更高品质、更加贴心温暖的医疗保健
服务。“健康副厂长”模式是东莞市以
健康服务助力企业发展的一次探索

和创新。
今年2月，东莞市东坑医院预防

保健科主任医师陈泽伟通过严格选
拔，成为该市首批19名“健康副厂长”
之一。陈泽伟在线上组建“医企”微信
群，在群里为大家答疑解惑；在线下，
推出“健康服务包”、“量身定制”健康
计划等，为工友提供各类健康服务。
一系列暖心的服务，让他成为大家心
中的“明星副厂长”。

“企业的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健
康作为支撑。‘健康副厂长’就是搭建
医企之间的‘连心桥’，用高品质的医
疗服务全力保障工友们的健康，从而
助力企业可持续健康发展。这一工作

任重道远，使命光荣。”陈泽伟说。
随后，东莞市横沥镇、茶山镇、桥

头镇也相继推出“健康副厂长”。经过
半年多的探索实践，“健康副厂长”模
式取得显著成效。“保健团队上门，让
我们能方便地获得健康服务。企业在
有卫生健康需求时，也更主动地寻求
团队帮助，这极大增进了政企感情。”
横沥镇一家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对

“健康副厂长”赞不绝口。
根据《东莞市重点企业健康副厂

长工作方案》，东莞市把全市镇街（园
区）分为三类，其中一类镇街（园区）每
年服务企业数不少于30家，二类镇街
（园区）每年服务企业数不少于20家，

三类镇街（园区）每年服务企业数不少
于10家。“健康副厂长”从属地公立医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等机
构医务人员中选聘，免费提供健康讲
座、健康义诊、急救培训、职业健康管
理、传染病防控、基本保健服务、应急
事件处理、爱国卫生运动等8项服务。

“‘健康副厂长’对于企业和政府
部门是一项双赢的举措。”东莞市卫生
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巧利表示，希
望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后，各镇街（园
区）、各有关单位、属地医疗机构、各企
业能够扎实推进，切实提升东莞重点
企业健康管理水平和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东莞全面推广“健康副厂长”

江苏启动首批
养老护理职称评审

本报讯 （记者沈大雷）近日，江
苏省民政厅召开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职
称首次评审暨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该省
已正式启动首批养老护理职称申报评
审工作。

据介绍，为了推进养老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江苏省实施养老护理员一
次性岗位补贴、入职奖励、特殊岗位津
贴等政策。“十四五”以来，该省累计发
放各类养老服务人才津补贴近5000
万元，惠及1.5万余名养老服务人员；
培训养老护理员 37.2 万人次，全省
50%以上在岗护理员通过养老护理职
业技能等级认定。

“之前养老服务领域没有专门的
职称门类，现有的职业技能认定不能
全面反映各类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能
力素养，为此，江苏省创设了养老护理
职称体系。”江苏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
沙维伟介绍，在养老护理职称资格条
件方面，考虑到养老护理与卫生健康
工作的关联性和融通性，将养老护理
专业技术资格纳入卫生职称系列，与
卫生技术、药品药学等专业平行设立；
在评审条件方面，统筹考虑养老护理
人才的学历资历、专业能力和业绩成
果，在注重养老服务理论水平的同时
突出一线护理实绩。

甘肃医共体建设
今年县市区全覆盖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近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医保局在庆
阳市召开全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现场推进会。会议要求，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要突出重点、破解难点，确
保今年所有县市区医共体建设全覆
盖。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主任张浩、甘
肃省医保局副局长敬国雷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指出，落实县级党委政府主
导责任、卫生健康部门牵头统筹责任、
相关部门配合协作责任、牵头医院主
体责任，确保医共体建设有效推动；建
立高效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实
现医共体内行政、人事、财务、业务、用
药目录、信息系统、后勤服务等统一管
理，强化绩效考核和全流程监管，确保
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

会议强调，着力提升健康服务能
力，明确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功能定
位，强化医共体内服务协作，落实基层
首诊，实现医共体内连续服务；聚焦利
益分配，发挥医保基金引擎作用，实行

“总额预付、合理超支分担、结余留用”
的医保基金支付方式，引导医疗机构
主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健全完善薪
酬激励政策和补偿机制，引导人才资
源下沉。

编 辑 刘也良

9月17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举办“服务百姓健
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活动现场，该院临床药师与专科护士联合坐诊，
为患者解答问题。图为一位药师在教小朋友使用外用药膏。

特约记者常宇 通讯员齐剑东摄影报道

药师和护士
联合义诊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陈宇轩）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获悉，我国科研人员成功绘
制了人体免疫系统发育图谱，具有覆
盖组织范围广、时间跨度长、采样密
度高等特点，有望推动全球免疫学和
发育生物学领域的发展。该研究成
果9月 12日发表于国际权威学术期
刊《细胞》。

作为防止病毒细菌等病原体入侵
人体的“卫士”，免疫细胞是免疫系统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确免疫细胞

类型、分化及功能状态，对理解免疫力
和揭示免疫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机制
具有重要意义。

在该研究中，科研人员利用自动
化、高通量的合成生物研究大科学装
置，自主搭建单细胞转录组测序平台，
对发育中的免疫细胞开展“解码”，并
以这样的海量数据为基础绘制人体免
疫系统发育图谱。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
韩家淮表示，这项研究拓展了人们对
人体免疫发育的认知，有助于深入理

解免疫系统的功能和调控机制，为疾
病诊断、免疫治疗和新疗法开发奠定
重要基础。

在研究过程中，科研人员还发现
了免疫细胞的两个新类型：广泛存在
于多个组织脏器、促进血管生成的巨
噬细胞，以及存在于中枢神经系统之
外的类小胶质细胞。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与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
院、深圳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
学等单位共同完成。

我国成功绘制人体免疫系统发育图谱
科研人员还发现了免疫细胞的两个新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