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元复始，时序更替。我们步履
坚定地走过了2021年，站在2022年的
门槛上，盘点 2021 年的得失。这一
年，我们化解风险克难事，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与时间赛跑，众志成城战疫情，
筑牢了人民安康的健康防线。这一
年，我们聚焦发展谋大事，完成了省级
新冠肺炎重症救治中心建设，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宏图如画。这一年，我们
心系民生办实事，公共卫生服务不断
完善，群众看病就医更加便捷。

奋斗2022，我们要紧盯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这个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的变量因素，科学指导全省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穷尽办法做好新冠疫苗接
种工作，确保应接尽接，构筑起龙江百
姓的免疫屏障。着眼国家重大战略，

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
导做好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等项
目建设，加快推进重大疫情救治
基地项目建设。

奋斗2022，我们要着力提升
医疗服务质量，开展国家和省级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完善质控中
心体系建设，推进省全民健康大
数据信息化基础建设项目，让龙
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底气更足、后劲更大。始终以人
民利益为中心，纵深推进卫生健
康领域“放管服”改革，倾尽全力
补齐公共卫生服务短板，聚焦

“一老一小”，为龙江百姓做好
事，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魏新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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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蜿蜒曲折的松花江畔到波澜壮阔的渤海湾，从水草丰茂的呼伦贝
尔大草原到苍茫绝美的额济纳胡杨林，从封存华夏千年文明的山西到北
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京津冀，2021年，这片大地经历了一轮轮疫
情的考验，显示出顽强的韧性和新生的力量。2022年，这里的人们不惧
挑战，从疫情防控到医疗保障，从深化医改到科技创新，从扶老爱幼到健
康生活，都有了更美好的憧憬和更稳健的步伐。

唯有改革 唯有奋斗

2022年，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将坚
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
略地位，坚持医防融合、平急结合、中
西医并重，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同时，统筹推进公共卫生、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建设。

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大力推进
重大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
系建设。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稳妥有序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
作。坚持新冠肺炎疫情救治总医院工
作机制，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
院前医疗急救建设、院感管理队伍建
设，完善医院感染防控管理制度。

健全“三医联动”机制，持续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广福建省三
明市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疗、医保、

医药联动改革。持续深化疾控管理体
制改革，加强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推动
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落实
委市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工作协
议，全力推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持续改善医疗服务。

推进健康天津建设。关注“一老
一小”等重点人群，实施老年健康促进
行动，扎实推进妇女儿童健康提升计
划。实施职业健康保护行动等，推进
将乙肝等防癌疫苗接种、防癌体检筛
查纳入公共卫生支付范围。

坚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强化中医药在疾病预防
和重大疫情防控中的作用，提升基层
中医药服务能力。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主任 顾清

2021年，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成功
处置局部地区突发疫情，持续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积累了农村防控经验；
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
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在全省卫生健康
领域落地见效；扎实开展基层公共医
疗服务惠民工程，深入实施乡村一体
化管理，康复医疗中心建设实现县域
全覆盖；深入推进健康河北建设，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明显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增强。

2022年，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将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在抓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对标先进省份、聚焦短板
弱项，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机制，以治
理效能提升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
略，持续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落实
常态化防控措施，稳妥有序推进新冠
疫苗接种。全面实施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改革，创新医防协同机制，健全重大

疫情监测预警和救治体系，加
强基层疫情防控队伍和能力建
设，推进构建强大公共卫生服务
体系。

全力做好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积极推进
雄安新区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和标志性疏解项目落地，推进京
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推动公
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强化县域紧
密型医共体建设，巩固提升乡村
一体化管理成果。完善三孩生育
政策及配套措施，大力发展普惠
托育服务，推动婴幼儿照护服务
试点覆盖所有县区。谋划发展一
批医养结合项目，不断提高老年
友善医疗机构创建质量、扩大覆
盖面。持续加强健康河北建设，
统筹卫生城镇、健康细胞和慢性
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推动建
立基层公共卫生委员会，筑牢社
会健康综合管理网底。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梁占凯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主任 杨猛

2022年，我们将继续在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同时，抓好各项重点工
作任务的落实。健全卫生应急指挥决
策平台，完善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
的多点触发监测网络和监测预警机
制；着力强化口岸地区医疗救治能力
的提升。做好重大活动医疗卫生保障
工作。

在医改领域，加快福建三明医改
经验操作方案的推广实施；创新紧密
型医共体治理方式，全力推进22个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体制机制改革；推进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示范地区、分级诊
疗综合示范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试
点工作。持续推进国家级区域医疗中
心、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深化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健全完善现代医院

内部管理制度，全面严格落实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提升基
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扎实做好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强化政
府主体责任，促进财政投入和资
源配置向基层倾斜，优质服务和
工作重心向基层下沉；着力提升
急诊、儿科等薄弱专科能力。持
续推进中医药（蒙医药）创新发
展。启动《“十四五”中医药（蒙医
药）发展规划》实施工程，强化国
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应急救治能
力和中医应急医疗队建设。筛选
10家医院，开展特色专科专病建
设与特色技术推广、特色制剂能
力和应急救治能力建设。抓好卫
生健康信息化平台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许宏智

于鲁明

钟东波

顾清

梁占凯

杨猛

武晋

许宏智

徐英辉

邢程 魏新刚

2022年，辽宁省卫生健康系统将
以打造优质高效全人群生命周期健康
服务体系为目标，以健康辽宁建设和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主线，大力
发展数字健康和智慧医疗。

让疫情防控更有精度。抓严落
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全面提升核
酸检测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信息化
水平。

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深入实施
健康辽宁各项行动，加快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的健康辽宁
建设工作格局，实现以治病为中心转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深化“三医联
动”改革，大力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和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推动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下沉和整合协作，实施急

诊急救能力提升行动。补齐基层
医疗服务体系短板，夯实城市医
联体、整合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提升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
村卫生室服务能力。

让惠民措施更有力度。加强
新时期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工
作，推进精神卫生立法，完善三级
精神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普及
妇女、儿童健康筛查、普查。落实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加强社区养老体系建设，构建“预
防、治疗、康复”三位一体的老年
健康服务模式，推进医养结合向
纵深发展。依法实施三孩生育政
策，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徐英辉

2022年，山西省卫生健康工作将
把握1个主题、坚持1条主线、突出2
项建设、实施5大工程，奋力开拓新时
代卫生健康工作新格局。

“把握1个主题”，即把握高质量
发展主题。“坚持1条主线”，即坚持推
进健康山西建设，全面落实新时期卫
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全方位健康
管理，促进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
康为中心转变。“突出2项建设”，即
突出党的全面建设和抓落实工作机制
建设。建立健全抓落实工作机制，提
高行政效能和执行力。“实施5大工
程”，即实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程、
公立医院高质量提升工程、深化医改
提质工程、中医药强省工程、“一老一
小”健康服务工程。

实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工程——
坚持疫情防控和体系建设两手抓、两
手硬，精准防控建机制，平战结合提能
力，对标一流建体系。实施公立医院
高质量提升工程——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上水平，“136”兴医工程见成效，

“四个一批”科技创新再提档，现代医
院管理强内涵。实施深化医改提质工
程——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
革，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加强分
级诊疗体系建设。实施中医药强省
工程——进一步健全中医医疗服务体
系，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进一步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进一
步拓展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实施“一
老一小”健康服务工程——加强顶层
设计，深化医养结合，完善托育服务。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武晋

2021年，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统
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筑牢首都疫情防控安全屏障，
疫情防控实现“动态清零”，庆祝建党
100周年医疗卫生保障任务圆满完
成，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扎实
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布局更趋均衡，市
民健康素养大幅提升，有效保障了人
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了
首都安全稳定。

2022年，北京市卫生健康系统将
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动态清零”总方针，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精益求精做好冬奥会疫情防控
和医疗卫生保障，全力实现“简约、安
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完善公共卫生
应急管理体系，进一步健全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全力构建重大疫情防控救
治体系，完成《加强首都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收官
任务。

继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

快紧密型医联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推进健康联合体试点，促进
医防融合服务模式；优化绩效评价和
薪酬管理机制，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

服务首都功能定位，落实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部署；实施“十四五”健
康北京规划和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
划，促进医疗卫生资源均衡布局；服务

“两区”建设，提升国际医疗服务能力，
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促进医药卫
生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坚持健康优先，做好全过程全生
命周期健康服务。推进健康北京建
设，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
文明生活方式；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做
好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和青少年健
康服务；促进医养结合，构建综合连续
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推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发挥中医药对新发突发
传染病的救治作用。

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于鲁明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副主任（兼） 钟东波

2022年，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将
在科学精准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深入推进健康吉林建设。

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将不断加强
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
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将继续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总体防控策略，紧盯重点地区、
重点场所、重点人员，强化疫情监测预
警，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将继续贯彻落实《“健康吉林
2030”规划纲要》，推进实施卫生健康

“十四五”系列规划和健康中国行动，
科学引导个人和家庭积极参与健康吉
林建设。

将深入落实《关于推进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加强国家、
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创建和项目建设，
2022年年底实现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县（市）全覆盖，全面落实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

将建设巩固预约诊疗、远程医疗、
检验检查结果互认三项重点制度，完
善优化“一卡通”建设、多学科诊疗模
式等重点服务内容，进一步提升医疗
服务质量；加强智慧医院建设，持续做
好“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社区医院
建设；持续巩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

将推动新的生育政策落地见效，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组织实施母婴安
全行动提升计划，严格落实“母婴安全
管理五项制度”；加强新时代老龄工
作，着力推动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邢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