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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叶龙杰

卫生健康是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
民生福祉问题，新疆卫生健康事业事
关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在新时
代党的治疆方略中，开展卫生健康援
疆工作、推动新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同中央整体战
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近日召开的2023年全国卫生健
康系统援疆工作会议强调，要着眼新
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和各族群众健康
福祉，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健康实事，多
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健康问
题，多开展一些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的健康项目，将卫生健康援疆工
作打造成民心工程、民生工程、民族团
结工程，更好地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
长治久安。

卫生健康援疆成果丰硕

自2012年以来，中央层面累计安
排转移支付资金446.2亿元，安排中
央预算内投资128亿元，实施3494个
项目，支持新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支
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设北京儿童医
院新疆医院等 3个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支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
拉尔市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有效
带动提升当地医疗服务能力。

在地州市一级，国家卫生健康委
配合中组部深入实施医疗人才组团式
援疆，组织7个省（市）先后派出996
名医疗人才支援新疆7家市级人民医
院和兵团一师医院，有力提升了受援
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截至
2022年年底，8家受援医院学科数量

增至258个，地市级重点专科增至98
个，三级、四级手术比重由48.6%提高
到 57.8%，转诊率由 1.54%下降到
1.2%，一批重点学科实现了“从无到
有”“从有到优”的转变。在区县一级，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65家三级医院
对口帮扶自治区、兵团 60家县级医
院，加强人才培养和临床专科建设，满
足县域居民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在乡
村两级，统筹援受双方资源，实现医疗
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动态清零，进
一步织牢基层服务网络。

为在新疆打造高素质医疗卫生人
才队伍，截至2022年年底，国家卫生
健康委累计支持遴选建设27家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累计培养培训
各级各类医务人员4万余人。同时，
持续加大对新疆公共卫生和疾病防控
能力建设的倾斜支持力度，聚焦重点
疾病防控，利用中央财政公共卫生体

系建设和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建设
补助资金等，支持新疆卫生应急能力
建设，已支持建成国家紧急医学救援
队、国家卫生应急移动医疗救治中心；
聚焦重点人群健康改善，实施妇幼健
康服务能力提升项目，支持指导新疆
实施妇幼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引导建
立多家机构的妇幼健康对口支援长期
协作机制，全面提升基层妇幼保健机
构综合服务能力；指导建设老年医学
科，加大老年医学人才培训力度，将新
疆老年病医院等7家机构确定为第二
批老龄健康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
点机构，逐步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截至2022年
年底，新疆实现332种大病不出自治区、
1914种常见病不出地州市，小病不出区
县就能得到治疗，人民健康水平明显提
高，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较好地解
决了各族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打造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在援疆之路上，各对口支援省
（市）和单位在资金、人员、项目、技术
等方面不断加大支持力度。

广东省累计投入13.77亿元，打
造以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为龙头的
立体式、多层次医疗新格局；江苏省累
计投入25亿元，支持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医疗卫
生基础设施建设。

浙江省帮助阿克苏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建成南疆首家眼库、南疆首个核
医学诊疗示范基地；河南省帮助成立
哈密市肿瘤防治“4S”联盟，实现从

“肿瘤病人90%转到外地治疗”到“肿
瘤病人90%留在当地治疗”的巨变。

（下转第4版）

抓好卫生健康援疆这件基础性工作

吉林：“六个突出”
推进健康县区建设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萍 记者
刘也良）9月27日，由吉林省卫生健康
委主办的吉林省健康县区建设工作推
进现场会暨培训会在长春市双阳区召
开。会议通报了今年该省健康县区建
设评估验收情况，部署推进新阶段全省
健康县区建设重点工作，强调建设工作
要突出监测评估、健康融入、功能作用、
贴近群众、绿色安全和健康技能。

会议强调，建立政府主导、多部门
参与、专家和专业机构支持、社会各界
人士监督、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推进机
制，突出监测评估；制定完善健康政策，
突出健康融入；创建健康支持性场所，
突出功能作用；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健
康文化，突出贴近群众；加快建设健康
生活环境，突出绿色安全；创新健康促
进与教育手段，推动健康服务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提供预防、治疗、康复、健康
促进一体化服务，突出健康技能。

□本报记者 崔芳
通讯员 杨理如

一汪清流的抉择

飞机从北京出发向西南飞行，从
华北平原到黄土高原，飞越太行山脉、
吕梁山脉和秦岭山脉，最终在陕西省
安康市富强机场稳稳落地。一出舱
门，潮湿温暖的空气扑面而来，颠覆着
人们对陕西省的认知。

地处陕西省东南部，北抵秦岭，南
靠巴山，安康就这样安静地坐落于秦
巴交界处。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穿城

而过，两山夹一川，人们择水而居，依
山比邻。如画的山川，是当地人引以
为傲的生态品牌，同时也意味着20年
来当地的特殊使命和经济社会发展的
别样选择。

“安康要保证‘一泓清水永续北
上’。”安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梅安
存介绍，为解决我国北方特别是京津
地区的缺水问题，从2003年起，南水
北调工程开工建设，湖北的丹江口水
库是“大水缸”，而沿库区北上的汉江
则是“源头活水”。安康作为南水北调
工程的水源涵养区，水质长年要保持
地表水Ⅱ类水质标准。

生态保护任务重，工业发展就受
限。“我们这里自然资源丰富，森林覆

盖率高。虽然山高路陡地薄，搞农业
种植收益低，但如果搞中医药，效果就
不一样了。”安康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
杨彬介绍，当地有句俗语叫“秦巴无闲
草，遍地皆灵药”。资料显示，安康有
中药资源1299种，占全省中药资源总
数的39.5%。

安康农民开始向中药材产业要效
益，同时，安康中医行业也乘势而上。

“绿色经济不会一蹴而就，老百姓的收
入改善也需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
在这个过程中，中医药服务简、便、验、
廉的优势更容易凸显出来，让老百姓
能就近、花更少的钱获得良好的诊疗
效果。”杨彬说，安康基层中医馆踏上
了顺势发展之路。

一脚油门的倒逼

在陕鄂渝三省市交界处的安康市
平利县山区腹地，老县镇中心卫生院
已在几年间面貌焕然一新。2020年
4月，在陕西省考察脱贫攻坚工作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平利县老县镇中心
卫生院，了解基层卫生防疫、医疗保障
工作，并来到中医门诊室，与中医余贻
德亲切交谈，询问“群众喜不喜欢看中
医，当地有没有中药基地”。

“当时，我们卫生院的中医馆已建
成4年，总面积有80多平方米，设有
中医门诊、针灸理疗室、中药房等，有

中医执业医师2名，年中医诊疗量达
2000人次。”老县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李小东说，总书记来考察让大家深受
鼓舞。

“由此，我们认识到，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要找准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
我们这里离安康市区很近，辖区居民
真有大病，去市里就医也就是‘一脚油
门’的事。我们更应该做好居民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疗和养生保健的细致
服务。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养生、康
复等方面都有优势，是我们的一个突
破点和着力点。”李小东说。

循着这一思路，近3年，该卫生院
中医馆不断完善设施设备，提升服务
能力。“我们优化科室设置，增设中医
名医工作室、针灸门诊，现在中医馆面
积达到120平方米；改造中医药宣传
走廊，中医馆的文化氛围更加浓厚，体
现了中医特色，美观大方；我们还添置
颈腰椎电动牵引床、电脑中频治疗仪、
艾灸治疗床，更新中药柜，配备中药饮
片冷藏柜……”谈到这些变化，李小
东显得兴奋，“患者来了都对我们中
医馆赞不绝口，说我们这里环境好、
药香浓！” （下转第4版）

在秦巴之间顺势“突围”

京津冀地区
疾控能力提升
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9月19日，京津冀地区
疾控能力提升培训班在雄安新区开
班。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
院士沈红兵出席开班式并作专题报
告，国家卫生健康委党校常务副校长
许培海主持开班式。

沈洪兵指出，我国要建立并形成
对疾控体系的软硬件长效投入机制，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技术能力，完
善补偿激励机制、医防协同机制等，真
正建立高效完善的疾控体系，发挥至
关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大力推动新
形势下国家疾控体系的改革发展，优
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能设
置，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理顺体制机
制，加强人力资源和核心能力建设；提
高公共卫生监测能力、传染病和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国家
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疾控信息化建设
和数字化转型能力、高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化能力、现代疾控人才培养能力、
智库战略决策咨询服务能力、全球公
共卫生治理能力，以有效应对重大传
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经济
社会稳定发展。

许培海介绍，新时代疾控能力提
升项目由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支持、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校主办。此次培训
班旨在提高京津冀地区疾控人才能力
素质，推动疾控管理高素质人才队伍
建设。培训班围绕疾控体系建设、重
大传染病防控、环境健康高质量发展、
疾控人才核心能力培养、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监测与风险评估等内容进行专
题授课和经验交流。

据介绍，来自京津冀地区和部分
重点合作地区的疾控部门200余人参
加培训。培训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
党校开展了培训学员培训需求调研，
进一步优化新时代疾控能力提升项目
培训大纲，完善培训课程体系，助力基
层疾控干部能力建设。

（努兰别克·哈森别克 郭天力）

编 辑 严少卫

今年“敬老月”
关注无障碍环境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全
国老龄工作委印发《关于开展2023年
全国“敬老月”活动的通知》，决定于今
年10月 1日至 31日开展全国“敬老
月”活动，并确定活动主题为“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无
障碍环境共建共享”。

《通知》要求，广泛开展无障碍环
境建设法宣传活动，推动法律进乡村、
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宣传
无障碍环境理念，普及无障碍环境知
识，提升全社会的无障碍环境意识。

《通知》要求，大力宣传老年人健
康管理、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高血压
患者健康管理、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中医药健康管理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政策，普及疫苗接种、老年常见病
和慢性病防治、伤害预防、应急救助、
心理健康、生命教育等健康知识；深入
开展老年口腔健康、老年营养改善、老
年痴呆防治促进和老年心理关爱活
动，促进健康老龄化；积极开展中医健
康体检、健康指导、健康管理等服务。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10
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2023年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
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世界精
神卫生日全国宣传主题为“促进儿童
心理健康，共同守护美好未来”。

《通知》指出，要通过多种途径的宣
传活动，进一步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呼
吁全社会提高认识，重视少年儿童心理
健康，推动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专业
机构有效衔接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提
高工作水平，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通知》提出，各地卫生健康、教育
部门要充分发挥本系统相关专家作
用，组织编写、制作多种形式的、易于
接受的健康科普宣传材料，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
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宣教活
动。卫生健康部门要组织有关医疗卫
生机构，通过举办健康大讲堂、开展公
共场所义诊等方式，聚焦抑郁症等少年
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和常见精神障碍，积
极传播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知
识，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教育部
门要指导学校遵循少年儿童生理、心

理发育特点，加强科普宣传教育。
《通知》明确，各级卫生健康、教育

部门要在本系统内加强心理健康政策
和知识技能培训，提高本系统少年儿
童心理健康工作水平；组织指导心理
援助热线平台、中小学心理辅导室等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知晓率，积极
主动提供相关服务。各地卫生健康行
政部门、教育部门要积极向当地党委
政府汇报本地区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
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完善支撑保障政策，共同推动相关
工作。

世界精神卫生日全国宣传主题确定

两部门要求促进儿童心理健康

9月 27日，浙江省台州市，各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74周年到来。
图为台州市仙居县第五小学的少数民族学生挥舞国旗，喜迎国庆。

王华斌摄
喜迎国庆

“三下乡”
先进·看团队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让尘肺病患者
有了“第二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