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2年8月8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 七月十一

第11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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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 辑 乔 宁

本报讯 （记者王倩）8月5日，西
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第七、八批“组团
式”援藏医疗人才工作交接会举行。国
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李大
川在会上表示，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是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持续发展的
强大助力，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
落实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要
求，持续深化优化支援机制，巩固拓展
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成果，推动西藏
自治区人民医院综合能力持续提升。

李大川指出，援藏工作要重点做
好4项工作。一是着力提升医院管理
水平，按照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各项
要求，充分发挥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的“指挥棒”作用，探索管理人才远程指
导的“柔性援藏”方式，从实际出发移
植支援医院先进管理经验，加强医院
管理人员队伍建设，深化管理制度改
革。二是优化“以院包科”支援工作机
制，综合考虑受援科室的发展规划、服
务能力、人才梯队、学科建设等情况，
统筹调度优质医疗资源。三是提高人
才培养的系统性、精准性和科学性，坚
持对帮带成效和跟学成果进行双向考
核，全力提升医务人员综合能力。四
是落实援藏人员的各项待遇保障，积
极妥善解决援藏人员的实际困难。

据介绍，第七批医疗人才在“组团
式”援藏期间，推广新业务、新技术87
项，填补技术空白29项，申请科研立
项37个，健全管理制度186条，建立
了肺癌和普通外科多学科诊疗中心，
符合标准的胸痛中心、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等急诊
急救五大中心正在逐步建成。

“组团式”援藏助力
西藏人民医院发展

本报讯 （记者崔芳 胡彬）近
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在京发布2021年
度中国医学院校/中国医院科技量值
（STEM），2017—2021年5年总科技
量值（ASTEM）同期发布。根据上述
榜单，北京协和医学院拿下2021年度
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值和5年总科技
量值综合分值第一名，2021年度中国
医院科技量值和5年总科技量值综合分
值排名榜首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占据。

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
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介绍，科
技量值是围绕科技活动全过程，覆盖
创新活动全链条，以统一标准、统一来
源、统一方法，从科技产出、学术影响、
科技条件3个方面反映科技活动影响

广度和深度的综合测算值，历经了5
年的研究和发展历程。今年，科技量
值评价拓展了国际权威指南范围，重
视高价值专利及专利转化，加大学术
不端惩戒力度，构建机构规范体系，设
立面向科技评价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和
数据监督机制。

2021年度中国医学院校科技量
值研究对象包括全国110所独立医学
院校和设立医学学科的综合大学，综
合分值位列前10的医学院校分别是：
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首都医
科大学、中山大学（医学学科）、浙江大
学（医学学科）、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南京医科大学。
2021年度中国医院科技量值研

究对象包括全国1641家三级医院，综
合分值位列前10的医院分别是：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
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此次会议首次发布了中国医学院
校/中国医院5年总科技量值。5年总
科技量值综合分值位列前10的医学
院校分别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
学医学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
中心、首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医学
学科）、浙江大学（医学学科）、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南京医科大学；5
年总科技量值综合分值位列前10的
医院分别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
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中
南大学湘雅医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

医院医学院校5年总科技量值发布

□本报记者 王潇雨

模拟与实际操作彼此赋能

骨髓穿刺、胸腔穿刺、腰椎穿刺、
体格检查、心肺复苏、使用呼吸机、电
除颤、换药……每年3—4月，福建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住培学员都在
医院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参加一系列

“硬核”培训，这些操作都是利用医学
模型和标准化病人进行的。

“模拟教学可以增加更多实训机
会。”该基地负责人、院长康德智教授

介绍，临床技能培训中心有基础训练
室、专科训练室、综合训练室和计算机
中心等，配置了多种医学模型。

模拟教学正在不少基地开展。海
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
医院）外科学住培基地负责人王志农
教授带领团队探索出标准化病人和医
用模拟人辅助实训等教学方法，模拟
教学与实际操作相互促进。“针对外科
学临床实践中住培学员动手机会少、
手术技能弱的问题，团队明确了外科
常见疾病及损伤救治胜任力标准，以
此为基础，梳理出‘四练渐进’的模
式。”王志农介绍，“四练”是指住培学
员要依次通过示范录像演练、标准化
病人和医用模拟人等设备模拟操练、
动物手术训练、临床救治实练。

“这种方式强化了住培学员的外
科临床基本操作技能，提高了学员在
突发性事件中的科学施救水平。”王志
农举了个例子，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
医学救援中，该院外科学住培基地的
学员在上级医生的带领下，采取“专床
收住、专人管理、专业救治”等有效措
施，确保救治成功率达到100%。

借力信息化提高培训效率

要让基地住培工作实现全过程、
多环节管理，让纷繁复杂的培训流程
清晰明确、透明高效，向信息化借力是
必然选择。 （下转第2版）

年轻医生在这里“孵化”

关注住培系列（二）

本报讯 （特约记者宋琼芳 通
讯员陈容焕）近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上海市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
范区建设方案》。《方案》确定了7个方
面的重点任务，提出将打造中西医协
同发展样板、中医药国际标准化高地
和中医药科技创新策源地。

《方案》注重促进中西医协同，健
全中西医协同发展的政策体系。上海
市已印发《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展
中医诊疗活动执业管理办法》，首创

“西学中”执业分级分类管理，推出中
医人员从事康复工作的管理制度；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等
高水平西医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率先
开展中西医结合旗舰医院建设，依托
国内一流的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共同
创立中医西医汇聚创新研究院。

《方案》强调推进中医药国际化、
标准化。上海市已发布86项中医药
国际标准，正在制定的国际标准有30
项。同时，《方案》提出推进中医药科

技创新。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中医药
局、科委、医保局、药监局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本市公立医院中医临床重点专
科（学科）建设与临床研究协同创新的
实施意见》，打造科创引领的政产学研
用一体化发展新模式；整合高水平院
所科研资源，共建紧密型中医药科创
联合体，打造创新型医学研究平台。

《方案》聚焦完善中医药服务体
系，提出健全中医医院评价机制，开展
高水平中医医院建设。上海市率先探

索中医药服务流程、特色内涵、质量水
平等深度评价。在此基础上，分层谋
划建设高水平中医医院，强化临床服
务与科学研究双向联动、协同发展，将
市级中医医疗机构打造成为智慧型、
研究型中医医院，将区属中医医院打
造成服务型、应用型中医医院。

《方案》还提出促进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创新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和评
价制度。上海市出台了《关于深化医
教协同进一步推动本市中医药教育改

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建设中
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率先探索
中医药继续教育规范化管理体系；印
发第一个省级中医药师承教育管理规
范性文件，实施流派传承创新团队计
划，形成以传承人为主导的高层次跨
学科人才中医师承教育制度；建立医
联体“全专”结合“双聘”制度，打破人
员归属壁垒，三甲中医院选拔聘用基
层全科医生和二级医院中医师，为落
实分级诊疗制度提供人才支撑。

上海打造中医药改革示范区
突出中西医协同发展、推进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化等7个重点任务

托育机构备案
需符合卫生评价标准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于做好托育机
构卫生评价工作的通知》。《通知》提
出，根据《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办法
（试行）》，托育机构向所在地县级卫生
健康部门备案时，应当符合《托育机构
卫生评价基本标准（试行）》各项要求。

《通知》附件中的《托育机构卫生评
价基本标准（试行）》从环境卫生、设施
设备、人员配备、卫生保健制度等4个
方面提出了14条基本要求。考虑到
现阶段我国托育服务刚刚起步，托育
机构普遍规模较小的现状，《基本标
准》定位于既要满足群众对婴幼儿照
护服务安全规范的诉求，确保婴幼儿
健康，又要与托育机构现行发展水平相
适应，进一步促进托育机构健康发展。

《通知》提出，托育机构备案前应
当按照《基本标准》进行自我评估，备
案时提供自我评价合格的卫生评价报
告，承诺符合《基本标准》各项要求，承
诺不属实或违反承诺的，依法承担相
关法律责任。同时，《通知》提出，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县级卫生健康部门在
备案时核验托育机构卫生评价报告的
完整性，在提供备案回执后，按照《基
本标准》的要求对托育机构进行现场
核实勘验，加强监督管理。

云南推进
健康县城建设三年行动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陆继才）近
日，云南省推进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
动”总结暨健康县城建设动员大会在
昆明市举行。大会强调，持续巩固提
升专项行动成果，深入推进健康县城
建设三年行动，全面提高社会健康综
合治理能力，为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
新型城镇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在批示中指
出，要认真总结经验、完善机制，将爱
国卫生运动与疫情防控、城乡人居环
境整治、乡村振兴、绿美云南建设、精
神文明创建等紧密结合，创新方式方
法，持续巩固提升爱国卫生“7个专项
行动”成果；大力推进健康县城建设，
加快健康细胞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让卫生健
康生活成为习惯，推动从环境卫生治
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

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予波强
调，要紧盯健康县城建设目标任务，坚
持问题导向，注重与城镇化建设、健康
云南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常态化
疫情防控相结合，狠抓“绿城市、治污
染、除四害、食安心、勤锻炼、管慢病、
家健康”7个专项行动，推动卫生县城
向健康县城提标升级。

本报讯 （特约记者徐雅金）近
日，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

“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要求从构
建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
医药健康服务能力、加快建设高素质
中医药人才队伍等9个方面，促进全
省中医药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推进中医药强省建设。
《规划》指出，力争到 2022年年

底，未设置公立中医医院的县（市）完
成医院规划设置，逐步推进县级公立
中医医院实现全覆盖、90%达到二甲
中医医院水平；推动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等重点项目

建设，争创国家级中医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重点发展热敏灸、肺病、肛肠、骨
伤、心脑血管病等优势专科；加快筹建
江西省热敏灸医院。

《规划》要求，实施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计划，
支持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立中
医馆等中医综合服务区，配备中医师，
实现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站）、乡镇卫生院和80%的村卫生室
提供中医药服务；加强中医馆内涵建
设，打造一批乡镇、街道“旗舰中医馆”
和村、社区“中医阁”；加大省部局共建

江西中医药大学支持力度，建设一批
中医药教育、科研、文化平台（基地、中
心），力争培育1～2个国家一流学科、
2～3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规划》提出，以中药加工制造为
主体，中药材种植和中医药健康服务
为补充，力争到2025年，全省中药制
造业营业收入达到580亿元，中药材
种养业经济总量达到200亿元，中医
药服务业及流通贸易文化旅游等经
济总量达到420亿元，中医药产业规
模突破1200亿元；持续推进中国（南
昌）中医药科创城建设、江西南城“建
昌帮”中医药振兴发展工程，加快重
点重大项目建设，打造百亿级中药产
业集群。

江西加快建设中医药强省

利用先进医学模型为
学员提供更多动手机会；开
发信息化管理系统让培训
过程更高效；改善学员待
遇，为带教老师提供薪酬保
障……截至 2021 年年底，
全国共有 1.1 万余个住院
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约
1.2 万个专科医师培训基
地。基地汇集了大批经验
丰富的临床带教老师和管
理人员，为 30 余万名住培
学员的系统培训与临床经
验积累提供了有力保障。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1952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成立时，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事
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70 年之
后，老百姓的运动热情空前高涨，
从清晨到夜晚，从地面到冰面，时
时处处有运动健身的矫健身影。
在今年8月8日第14个“全民健
身日”来临之际，记者感受到了火
热的健身氛围。
请看今日第4版——

瞧，那些身影
时时处处在

8月6日下午，一
位环卫工人驾车驶过
三亚市街头。自 8月
1 日发现本轮新冠肺
炎疫情首例确诊病例
以来，三亚疫情发展
迅速。自 8 月 6 日凌
晨 6 时起，三亚全市
实行临时性全域静态
管理。除保障社会基
本运行服务、疫情防
控和紧急特殊情况
外，限制人员流动，暂
停城市公共交通。

李学仕摄

三亚全域
静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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