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3年10月11日 星期三
农历癸卯年 八月廿七

第12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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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 通讯
员庄玉萍）近日，福建省三明市委编
办、市财政局、人社局、卫生健康委4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人员管理的意见》，在编制使
用、人员招聘、人事安排等方面赋予医

共体更多自主权，以加强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人员管理，进一步促进医疗资
源上下贯通，打通人员编制规范统筹
使用的“最后一公里”，使总医院（医共
体）实现“一家人”“一条心”“一本账”。

在编制管理方面，《意见》明确，保

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单位性质和
公益属性不变，将医共体范围内的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从由县
（市、区）卫生健康部门管理调整到总
医院（医共体）管理，并将人、财、物、
事、绩、管等全部收归总医院（医共
体）统筹管理，推动医共体内公立医
疗卫生机构编制分别核定、统筹使用
和管理。各总医院（医共体）的编制总
量由总医院（含中医院）、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个部分组成。总
医院（医共体）在核定的人员编制总量
内，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统筹调剂同经
费渠道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编

制。县级机构编制部门应根据本区
域内服务人口变化情况，每5年动态
调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人员编制总量，同时确保乡镇卫生院
用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编制不低于编
制总额的90%。

在人员调配方面，《意见》强调，打
破总医院（医共体）内部人员流动壁
垒，进一步优化人员调配管理。由各
总医院（医共体）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其
在编在岗的财政核拨、财政核补事业
单位人员的调配意见，经各县（市、区）
医改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向同级
卫生健康、编制、人社部门报备后组织

实施。从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交流至总医院（医共体）的人员，
应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务或本科及以
上学历，且需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
作满5年以上。

在人员招聘方面，《意见》指出，推
动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县管乡用”，总
医院（医共体）内的人员由各总医院
（医共体）统一招聘、培训、调配和管
理。各县（市、区）财政部门按照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核定编制总数给予人员
经费保障，经相关部门核定使用的编
制外人员要给予定额经费补助，经费
由各总医院（医共体）统一管理。

三明：医共体人员编制统筹使用

□本报评论员

福建省三明市深化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人员管理，就是要赋予县域医共
体自主权，突破瓶颈以实现“一家人”

“一条心”“一本账”。作为全国医改先
锋，三明医改已迈入更高层次，也为全
国县域医共体建设从试点转入全面推
进提供了改革样板。

三明此次改革，直面县域医共体人
员管理的现实问题，动真格的、敢碰硬。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
启动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经
过几年探索，取得了良好效果。试点

经验表明，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关键在
于“紧密”，在于人、财、物、事、绩、管高
度统一，从而在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
原则下，让县域医疗卫生机构共同提
供高质量服务。

但这并非易事。比如，“紧密”意
味着县域医共体可根据管理和服务的
需要，自主管理人员流动，这就必然涉
及人员身份的转变。人员在不同机构、
不同岗位间的流动、转换，事关待遇保
障，牵扯面广，如果解决不好，“紧密”
就可能流于形式，制约改革走深走实。

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层面已有
相关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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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加强县域医疗卫生人才一体化
配置和管理，建立健全人才双向流动
机制。三明此次改革深刻领会国家精
神，结合实际，大胆突破。这提示，改
革虽然困难重重，但不能遇到矛盾和
问题就绕着走、遇到困难就打退堂
鼓，而是要敢于探索、勇于突破。

三明此次改革，是基于对既有经
验做法的总结提炼。

改革是除旧布新，需在经验中深
化认识，在认识中完善实践，既敢于出
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步稳。2017
年，三明印发《关于开展总医院组建工
作的意见》，成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 12 个总医院（医共体）。6 年来，

三明在县域医共体的“紧密”上进行了
大量探索。比如，将编制人头费、公共
卫生服务费、药品零差率补助、基本医
保基金人头费等统一拨给县域医共体
调配。

三明能在此时深化县域医共体人
员管理，正是以对县域医共体建设的
认识上升到一定高度、及时总结实践
经验为基础的。比如，三明此次对总
医院（医共体）内编制的自主统筹调
剂，以及总医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之间人员交流的条件等进
行了详尽规定。这就打通了人员编制
规范统筹使用的“最后一公里”，为建
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灵活用人机

制，改变基层招聘人才难的现状等，注
入了活力。

三明此次改革，得益于相关部门
解放思想、协同联动。

县域医共体建设是一个系统工
程，环环相扣，在编制管理、薪酬制度
改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基本医保基
金结余留用等方面，离不开相关部门
解放思想、共同支持。

三明此次改革由三明市4部门联
合发文，共识共为。比如，三明提出，
编制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基层编制总量；财政部门改变原有按
实有人数核拨人员经费的做法，按照
基层核定编制总数给予人员经费保
障，进一步明确财政“托底”职责。

由以上观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
一场深刻的县域健康保障生态转变，
有赖于各县（市、区）拿出决心和实际
举措，让县域医共体真正成为辖区健
康管护主体，从而真正做到以健康为
中心，实现价值医保、价值医疗、价值
医药，发挥医疗卫生资源的最大健康
效益，为全民提供基本健康保障。

灵活用人机制为医共体注入新活力

■ 人、财、物、事、绩、管等全部收归总医院（医共体）统筹管理

■ 总医院（医共体）统筹调剂同经费渠道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事业编制

■ 打破总医院（医共体）内部人员流动壁垒

北京开通
“8858心理援助热线”

本报讯 （记者刘嵌玥）10月10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举办“融爱于
行，共筑心身健康”——2023年世界
精神卫生日北京市主题宣传活动暨北
京市“8858心理援助热线”启动仪式。

为方便市民记忆、使用心理援助
热线，北京市将此前开设的心理援助
热线的号码统一为“010-88585821”，
统一后的号码于 10 月 11 日 9 时开
通。市民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和
指导，解决心理困扰和情绪问题。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副
主任（兼）曾晓芃表示，首都精神卫生
工作将从4个方面发力。一是党政领
导、共同参与，进一步强化党委、政府
对于心理健康服务的领导责任，加强
部门协同配合，促进全社会广泛参与；
二是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全面普及心
理健康知识，加强人文关怀和生命教
育；三是立足实际、循序渐进，逐步建
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四是分类
指导、规范发展，满足不同群体寻求心
理健康服务的需求，促进心理健康服
务科学化、规范化、有序化发展。

据悉，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宣传
活动期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还开展
了主题绘画作品征集等系列活动。

2023年人口变动情况
抽样调查启动

本报讯 （记者郭蕾）10 月 1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为准确、
及时地监测和反映我国人口发展变化
情况，国家统计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
组织开展2023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
调查。此次调查标准时点是2023年
11月1日零时，现场工作时间是10月
10日—11月30日。

公告指出，此次调查范围包括被
抽中的我国大陆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地
域。调查登记对象为被抽中的住房内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调查
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
查集体户。应在户中登记的人包括调
查标准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以及户
口在本户，但调查标准时点未居住在
本户的人。调查内容包括姓名、公民
身份号码、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
度、迁移流动、工作、婚姻生育、死亡、
住房情况等。此次调查由政府统计调
查机构派调查员到住户家中进行登
记，或调查对象通过互联网自主填报
方式进行登记。

编 辑 刘也良

甘肃推进心理健康
和精神卫生工作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林丽）
10月10日，甘肃省卫生健康委、教育
厅举办第3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
宣传活动。甘肃省人民医院、甘肃省
中医院、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甘肃省中
心医院）等医院有关科室专家现场开
展精神卫生义诊、宣传、咨询等活动。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兼）、甘
肃省疾控局局长甘晓洲表示，近年来，
甘肃省将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工作纳
入深化改革和社会综合治理范畴，精
神卫生防治工作体系日臻完善；教育
系统的心理服务网络得到完善，学生
心理健康促进专项行动得以顺利实
施；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人员配备不断
强化，建成了省级教师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基地；以抑郁症、孤独症为重点的
防治适宜技术和干预模式不断拓展。

下一步，甘肃省将进一步加强儿
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构建儿童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服务网络；通过强
化医疗卫生系统心理健康的服务能力
建设，提升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的专业化水平；开展心理健康促进行
动、妇幼健康促进行动和中小学生健
康促进行动等系列专项行动，保障推
动各项工作能够落地见效。

从2020年 9月至今，北京市
退休医学专家支援生态涵养区项
目已走过了3个年头。近日，记
者到北京市密云区、门头沟区、房
山区等地采访，记录下老专家们
的故事。
请看今日第4版——

“躬耕”深山的
退休医学专家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海南
省卫生健康委日前印发《海南省卫生
健康行业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实施
细则（试行）》，要求对医学科研失信行
为调查处理按规定程序进行，做到事
实清楚、定性准确、责任明确。

《细则》明确，医学科研失信行为
线索主要包括3类：一是上级机关或
有关部门移送的线索；二是在日常科
研管理活动中或科技计划（专项、基金
等）项目、科技奖励、科技人才管理等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线索；三是媒体、期
刊或出版单位等披露的线索。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接到科研失信行为举报，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可直接受理，独立
组织开展调查，也可书面移交被举报
人所在单位；有关单位对符合受理条
件的进行受理，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
需向移交线索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说
明理由。

《细则》要求，自决定受理科研失
信行为调查处理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

调查，并出具调查报告；因特别重大复
杂在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调查的，经
单位负责人批准后可延长调查期限，
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6个月。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明确，科研失
信行为调查由行政调查和学术评议两
部分组成。其中，行政调查由调查机
构指定调查组成员和组长，对相关原
始实验数据、协议、发票等证明材料和
研究过程、获利情况等进行核对验证；
学术评议由调查机构组建专家组，专

家组应由相关领域的同行科技专家、
管理专家、科研诚信专家、科技伦理专
家等组成，对科研成果所涉及的学术
问题进行评议。

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将建立包含医
学、科研管理、科技伦理专家在内的科
研失信行为调查专家库，在医疗机构
设立学术不端专业委员会。为保障被
调查人员权益，该《细则》还规定处理
前要充分听取被调查人陈述与申辩的
权利，以及申诉复查的程序。

海南规范医学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

宣传自救互救

10月10日，湖北省妇
幼保健院组织开展第十四
届“急救白金十分钟”宣传
活动，医护人员现场普及
急救知识和技能，宣传自
救互救理念。

特约记者温红蕾
通讯员周绪鸿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崔芳）10 月 1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2023年宣传
思想文化暨意识形态工作会议，专题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
实工作。

会议强调，各司局各单位要把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习近平文化思想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会议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采
取多种形式组织培训学习和交流研

讨，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切实增强做好
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
任感使命感，结合卫生健康工作实际
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不断加强
和改进理论宣传、新闻舆论、典型宣
传、文化建设、科普宣教、对外宣传和
意识形态各项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贯
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各方面、
全过程，推动卫生健康领域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委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突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正确政治
方向，主题宣传进一步走深走实，新闻
舆论工作卓有成效，行业崇高精神有
力弘扬，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平稳向好，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效。

会议要求，各司局各单位要深刻
把握卫生健康领域宣传思想文化和意
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
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
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深入宣传阐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
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出一批理论文章、
通俗读物和研究报告。要不断提升新
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提高舆论引导能
力，更好回应社会关切、凝聚社会共
识，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广泛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之以恒
宣传选树先进典型，弘扬崇高职业精
神，打造典型宣传和志愿服务品牌，大
力推进行业文化建设，促进卫生健康
领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要进一步优化健康科普服务供给，为
群众提供更多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的健康知识和技能，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要拓展外宣方式渠道，抓住

“一带一路”峰会、中国援外医疗60周
年等契机，生动鲜活讲好中国卫生健
康故事。要全面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
化和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
各级党组织政治责任，强化党员干部
教育管理和日常监督，坚决有效防范
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委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李斌出席会议并讲话。委机关各
司局、各直属和联系单位、各业务主
管社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有关司局和单位在会上作了交
流发言。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题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