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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刘志勇
本报记者 孙伟 李季

乘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自河南省
省会郑州市一路向东约120公里至兰
考县，全程用时不足40分钟。随着我
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原大地的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已密织成网，在河
南省“郑开同城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
规划下，兰考县正大步走在通往富裕
文明的康庄大道上。

滔滔黄河自上游挟泥沙而下，流

经兰考后走向由东改至东北，拐出了
“九曲黄河”的最后一个大弯。据史料
记载，兰考境内自12世纪走河以来，
历经大小决溢百余次，河道变迁频繁
而复杂，现实中有迹可考的黄河故道
就有11条。特殊的悬河地势，大量的
故道陈沙，曾使兰考百姓长期饱受风
沙、盐碱、内涝“三害”之苦。县委书记
的榜样——焦裕禄，就是在这里带领
群众广种泡桐、翻淤治沙，留下了广为
人知的不凡事迹。

在黄河兰考段“U”形河道的拐角
处，地处黄河大堤外的东坝头镇张庄

村，正是焦裕禄当年带领干部群众翻
淤治沙的发源地。从医35年的村医
李海昌并未经历过那段岁月，但从曾
为赤脚医生的父亲那里没少耳闻。谈
起两代人亲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
展，李海昌说：“那简直太有感触了。”

李海昌说，父亲做赤脚医生时，卫
生所就设在自家房子的一间小屋里。
一把银针、一个听诊器、一个小药柜，
几乎是李海昌对当时农村卫生的全部
记忆。他做赤脚医生时条件好了些，
但手里的设备无非就是听诊器、体温
计、血压计，给村民们常用的是土霉
素、氯霉素。而现在，四室分开、宽敞
明亮的张庄村卫生室配备了近百种基
本药物，村医通过远程诊疗系统可以
连线县级医院甚至省级医院。

“变化翻天覆地。”李海昌说，他见
证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
见证了政府主导的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见证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的设立和发展，见证了县乡村医疗
卫生一体化改革，他自己就是农村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提高的亲历者。

兰考县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王俊亭介绍，近年来，该县每年对所
有在岗乡村医生进行至少一次线上或
线下轮训，落实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
升、乡镇卫生院骨干医师培训、乡村医
生培训等各类人才培训任务。在此过
程中，李海昌考取了执业医师资质，取
得了主治医师的中级职称，并在县乡
村一体化改革中被择优纳入“乡聘村
用”基层卫生人员。“总书记说，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这就是落
在我们肩上的责任。”李海昌说。

站在黄河大堤上眺望，近处是干
净整洁的村巷庭院，远处是秋收忙碌
的金色农田，成片的泡桐林在午后暖
风中婆娑作响。进入新时代以来，张
庄村经历了一次华丽蝶变，这个原来
的贫困村才有了今天的富足、恬静、

祥和。
2014年3月17日是张庄村史上

极不寻常的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这里考察调研，走进贫困户家中，并与
乡村基层干部和党员面对面座谈交
流，叮嘱党员干部带领群众艰苦奋斗，
早日实现脱贫致富。张庄村委向总书
记郑重承诺：三年脱贫，七年奔小康。

（下转第3版）

兰考：旧时日月换新天

本报讯 （记者崔芳）中医药服务
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中医药独特作
用发挥得更加充分，人才队伍建设和
文化传承创新更加强化……10月25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京召开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意见》印发和全国中医药
大会召开4周年媒体座谈会介绍，4年
来，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成果丰硕，
相关重点任务有序推进。

4年来，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成
绩斐然。2019—2023 年，协调国家
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约

400亿元，支持改善中医药机构基础
设施条件，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
全完善。

根据卫生健康统计数据，2019—
2022年，中医医院房屋建筑面积由
7528.41万平方米增加到9834.31万
平方米，万元以上设备总价值由
1563.93 亿元增长到 2302.31 亿元。
同时，启动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2021—
2022年累计支持12030个基层中医
馆建设。

4年间，中医药的独特作用得到

了进一步发挥。在中央财政支持下，
2022年全国已开展建设250个中医
优势专科。中药质量安全监管也在强
化，全国已有31个省份和237个地市
建立中药药事管理质控中心，监控医
疗机构中药饮片质量。

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4年来，医
教协同推动中医药教育改革不断深
化。自2021级起，将中医药课程列为
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和毕业实
习内容，组织40余所本科院校开展了
5次中医药经典能力等级考试试点，
促进院校强化中医药经典教学；组建
15个中医药多学科交叉创新团队和
20个中医药传承创新团队，着眼于重
点领域关键问题，集中行业内外优势
力量协同攻关。

此外，中医药传承与开放创新发
展也有长足进展。据介绍，在持续做
好《中华医藏》编纂工作的同时，国家
实施了中医药古籍文献传承专项，将
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列入中华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座谈会介绍——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绩亮眼

□首席记者 姚常房

“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这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的独特魅
力。10月 24日，由国家卫生健康委
组织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医
走基层——志愿服务行”活动走进喀
什，专家们上午在当地医院带教查房，
下午赶到村里义诊，一直忙到晚上7
时多。

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介绍，国家卫生健康
委连续多年举办培训班，推动健康教
育进乡村、进家庭、进学校；同时，开展
义诊巡诊，特别是组织“最美医生”“中
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物等先
进典型走基层，开展健康讲座，向广大
群众普及健康知识。未来，将继续推
进“健康知识进万家”等健康科普活

动，不断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

名医村头坐诊

草木随秋变，杨树已半黄半绿。
下午时分，喀什市乃则尔巴格镇尤喀
克喀孜热克（14）村，村民坐满了村头
的小广场，村委会大厅里还有200多
人在等候。

他们在等谁？他们在等来自北京

市、上海市、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等地的志
愿服务医生团队。这些医生的专业领
域包括心血管、感染科、妇科、儿科、外
科等。

与这些医生同行的还有喀什市人
民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义诊现场，他们
一边当翻译，一边做学生。“还是心律
不齐，你来听听。”武警新疆总队医院
名誉院长庄仕华将听诊器递给喀什市
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艾尔肯
江·朱马。艾尔肯江·朱马喜欢跟专家

一起义诊，“学习专家的敬业精神，也
学习技术”。

尤喀克喀孜热克（14）村村医热艳
古丽介绍，该村有1300多户5000多
人。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有220多
人，常见病主要为高血压、糖尿病等。

维吾尔族老人麦麦提9月刚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出院，这天
特意拿着一摞厚厚的资料请专家瞧
瞧。看完病后，老人不停地向医生鞠
躬，连说“谢谢”。“喀什离乌鲁木齐
1000 多公里，开车将近 20个小时。

名医们要是一直能在家门口就好了。”
麦麦提略带忧伤。

“这里百姓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
有一些比较疑难的病例，手术难度会
比较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党委
副书记、小儿外科主任医师董岿然不
仅细心地解答自己专业范围内的问
题，也将一些专业范围外的患者需求
记录了下来。“有几位患者的情况，已
经跟相关专家沟通过了，如果他们需
要做手术可以去上海，直接联系我们
就好。”董岿然说。 （下转第2版）

喀什来了“大医生”

健康中国·行走河南②

7年前，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疆拉开大幕。7年里，政策、资金、
项目、干部、人才等实现了全方位
援助和支持。医疗人才“组团式”
支援工作，探索了一条加快新疆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新路子。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小组团”
释放“大能量”

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
建议目录公示

本报讯 （记者吴倩）10 月 30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官网公示了《第
三批鼓励仿制药品建议目录》。此批
目录共包括氯巴占等41种药物，涉及
抗肿瘤、罕见病治疗等领域。

据了解，2018年 4月，国务院办
公厅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
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同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落实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
用政策工作方案》，明确了及时发布鼓
励仿制的药品目录、加强仿制药技术
攻关、加快提高上市药品质量等7项
重点任务。2019年，《第一批鼓励仿
制药品目录》发布，鼓励波生坦片剂等
33 种药品的仿制。2021 年发布的
《第二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纳入了阿
福特罗吸入溶液剂等 17 种药品。
2023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国家医保局、国家药品监管
局、国家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组织专家
对国内专利即将到期尚未提出注册申
请及临床供应短缺的药品进行遴选论
证，提出了《第三批鼓励仿制药品建议
目录》。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杨蕾）近日，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等六
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工作任务》，明确促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
改革、促进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
推进医药领域改革和创新发展、健全
公共卫生体系和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

伍等六项重点工作。
《任务》提出，实施基层医疗卫生

固本强基行动，每个县选择1~3所中
心乡镇卫生院建设县域医疗次中心，
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和社区医
院建设，推动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达标率到95%以上；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按照“一村一室”
原则，对在岗村医每月岗位补助1000

元；实施医养结合奖补项目，督促23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4所二级医院
落实项目要求，改扩建护理型养老床
位。

《任务》明确，持续开展国家区域
中医医疗中心专家山西行义诊活动，
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开展“千名医
师下基层中医医院提能力”活动，到
2023年年底，至少新增1所县级中医

医院达到三级中医医院服务水平；加
快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国
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中医特色重点
医院、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建设；加
快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持续开展“百
师千徒”中医药适宜技术培训。

《任务》提出，加强以全科医生为
重点的基层队伍建设，加强住院医师
规范化培训，开展全科医师转岗培训、
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培养等，壮
大全科医生队伍；保障全科医生薪酬
待遇，做好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培
训；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补
充优化乡村医生队伍，做好乡村医生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工作。

山西深化医改明确六项重点工作

编 辑 刘也良

安徽首批医疗机构
疾控监督员入驻

本报讯 （记者张磊 通讯员张
飞 张志娟）近日，安徽省卫生健康委
选派的省级专职疾控监督员入驻安徽
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安徽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安徽省胸科医院
两家试点医疗机构。至此，安徽省选
派的43名专职疾控监督员、90名兼
职疾控监督员已全部完成试点医疗机
构的入驻工作。

据了解，今年8月，国家疾控局召
开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启动会，决定在上海、浙江、安徽等省
（市）试行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部署在省本级和合
肥、亳州、池州、淮北等四市相继启动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省疾控局）、
中医药管理局制定《安徽省医疗机构
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成立省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指导组，遴选相
关专家，为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
配套政策文件的制定和试点工作的开
展提供技术支撑；专门举办医疗机构
疾控监督员线上培训班，邀请国家级
多学科专家，对四个试点市和两个试
点省级医院的专、兼职疾控监督员开
展了岗前培训；组建安徽省疾控监督
员库，其中专职疾控监督员由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部门从本部门、疾控机构、
卫生健康监督机构及医疗机构工作人
员中遴选产生，兼职疾控监督员由医
疗机构推荐产生。

广西：辅助生殖项目
可医保报销

本报讯 （特约记者莫雪）日前，
广西壮族自治区医保局、人社厅、卫生
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将部分治疗性
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
疗保险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通
知》，明确将取卵术、胚胎培养等12项
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根据《通知》，从11月 1日起，广
西将取卵术等部分治疗性辅助生殖
类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和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参保人
员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时，不设基
金起付标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
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分别
为70%、50%，计入参保人员年度基
金最高支付限额。纳入支付范围的
项目，三级医院价格为基金最高支付
标准，基金按规定比例支付；医疗机
构实际收费价格低于基金最高支付
标准的，以实际收费价格作为基金支
付标准。

据悉，广西本次纳入医保报销范
围的治疗性辅助生殖类医疗服务项
目，均限门诊，且每人最多报销2次，
基本覆盖每名参保人2个辅助生殖移
植周期的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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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
进村送健康

10月 30日，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家庭医生在丹
寨县龙泉镇展良村走
访巡诊。

黄晓海摄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不久前，本报“行走健康
中国”报道组来到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深入城乡调研采访。60年
前焦裕禄同志用生命发出的呐喊，如今在这里已经变成了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