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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本报讯 （特约记者胡德荣）上
海市病毒研究院日前在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成立并揭牌。据悉，该研
究院由上海市政府和上海交通大学
共同建设，聘请著名病毒学家管轶
教授担任首任院长。

据悉，上海市病毒研究院将围
绕病毒演化与跨宿主传播机制、病
毒相关重大疾病致病机制、病毒感
染诊断治疗及转化三大研究方向，
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病毒学
研究创新策源地和转化高地，建设
成为全球病毒学研究和转化高峰人
才集聚地和培育地。

管轶介绍，根据规划，今后研究
院将深化病毒学研究领域的合作共
享机制，并逐步与国内外相关企业
形成广泛战略合作关系，构建成果
转化平台，以此助力上海市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

揭牌仪式上，上海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吴清等出席活动。上海市
副市长宗明代表上海市政府与上海
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共同签署共建
上海市病毒研究院协议。上海市副
市长陈群与林忠钦共同为研究院揭
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
江帆为管轶教授颁发聘书。

上海市病毒研究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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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茜，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人民医院儿科一病区
护士长。

夏晓丹，安徽理工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淮南市第一
人民医院）第一党总支第十
党支部书记，日间医疗管理
中心副主任、护士长。

贾新华，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第一临床医学
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山东
中医药大学医学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

本报讯 （记者崔芳 特约记者
姚秀军）“北京市已有472家医疗机构
创建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有240家
医疗机构设置了老年医学科；到2025
年，全市安宁疗护床位数有望达到
1800张。”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举
办“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
年”系列主题媒体沟通会，聚焦老龄工
作并公布了上述数据。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老龄健康处
处长丁卫华介绍，截至2021年年底，
北京市常住老年人达到441.6万人，
占比20.2%，已迈入中度人口老龄化
社会。目前，北京市居民期望寿命达

82.47 岁，比 2012年提高 1.12 岁，高
龄老年人口持续增加。十年来，北京
市不断完善老年健康支撑体系、推进
健康老龄化，初步构建起包括健康教
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等在内的老
年健康服务体系框架；搭建了“1+
17+N”的老年健康服务网络，“1+
17”即市区两级均建立了老年健康和
医养结合服务指导中心，“N”即依托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各类医疗卫生服
务机构、养老机构，建设安宁疗护中
心、老年护理中心、康复中心等多种
老年人健康服务机构，围绕老年人健
康需求，提供多层次、多样化老年健

康服务。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经有240家

医疗机构设置了老年医学科，248家
医疗机构设置了康复医学科，95家医
疗机构建立了安宁疗护病区，正常运
营的护理院8家，护理站25家。该市
医养结合机构共205家，其中两证齐
全医养结合机构187家，两证齐全机
构数较 2017 年增长了 117.4%。北
京市还在全国率先开展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建设，截至目前，已有472家
医疗机构创建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创建率达到81.2%。近5年，随着老
年人成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服

务群体，老年人诊疗量占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总诊疗量的 55.43%，北京市
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创新开展“社区
老年健康服务规范化”建设。截至
2021年年底，24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通过验收，占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的71.2%。

丁卫华表示，从2016年起，北京
市还分批推进19家公立医疗机构转
型康复医院；加强护理中心建设，
2022年将建设10家护理中心；大力
构建安宁疗护服务体系，到 2025
年，全市安宁疗护床位数有望达到
1800张。

北京布局老年健康支撑体系建设
已创建472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率达81.2%

□本报记者 张晓东
特约记者 孙艳芳
通讯员 马晓军

坐诊变带徒 骨干留基层

固原市泾源县泾河源镇地处宁夏
回族自治区最南端，宁夏中医医院康
复中心徐创龙副主任医师和另两位中
医医生如今每个月都要来到这里，在
泾河源镇卫生院带教徒弟，为基层培
育中医骨干。只因他们有一个特殊身
份——京宁合作的特聘专家。

“按照要求，每个月必须过来至少

待一周。目前，卫生院的2名医生和4
名村医正跟我学习；昨天，我给他们讲
授了针灸的操作技巧。”徐创龙一边说
着，一边给记者翻看《京宁合作基层中
医馆服务能力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这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的首创之举。

通过现场授课、诊疗示教、远程指
导等形式，由二级以上医院选取的帮
扶专家组团式为16家乡镇卫生院和
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基层中医馆
提供带教服务。每家基层中医馆配备
3名帮扶专家，给予 50万元经费支
持，其中 21万元作为 3名专家的津
贴，9万元作为6名徒弟的奖学金，其
余20万元用于中医馆添置设备。

宁夏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处

处长马金宝介绍，通过“基层下订单、
上级送服务”和“诊疗+技术”的方式，
每位专家在基层中医馆带徒两名，师
傅月月到中医馆带徒7天以上；徒弟
每年到师傅所在单位至少跟师 1个
月，师傅与徒弟“牢牢捆绑”。最终，要
达到基层中医馆能力全面提升、中医
诊疗人次占到基层卫生机构总诊疗人
次的30%、可熟练开展6类10项以上
的中医药适宜技术的目标。

泾河源镇卫生院院长马志杰目睹
了宁夏基层人才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的发展变化。2017年，宁夏回族自治
区卫生健康委启动千名医生下基层工
作，选派1000名医生到宁夏中南部山
区贫困县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工作。每位医生在基层派驻1

年，年年轮换。
“我们镇人口只有1.5万多人，地

理位置偏远，患者人数少，很难留住医
生。”马志杰说，千名医生下基层启动
后，泾河源镇卫生院每年都能接收2到
4名医生，让附近的村民不出镇就能得
到大医院专家的服务。今年6月，来自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两位医生、泾
源县人民医院的两位医生，开始了新
一轮的派驻工作。 （下转第3版）

宁夏：基层强健了 人才留下了

人才兴，基层强。从千名
医生下基层到京宁合作基层
中医馆服务能力提升，从建立
全自治区基层中医药帮扶专
家库到实施基层卫生机构医
养结合示范项目……宁夏回
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聚焦基
层卫生短板弱项，按照“分类
管理、一体推进”原则，探索出
强基层的发展新路，为基层留
住人才、培育人才，用智慧带
动基层能力提升。

辽宁对当前
卫生健康工作再部署

本报讯 （记者阎红 邹欣芮）日
前，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卫生
健康系统重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
议，对当前疫情防控、深化医改、安全
生产、信访稳定等重点工作进行再安
排、再部署、再强调。

辽宁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徐英辉指出，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坚决
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
要安全”的重要要求，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统筹发展和
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决做到
排查隐患要细、防范措施要实、落实责
任要严，坚决防止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会议强调，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立足于主动
防、早发现、快处置、防外溢、稳保障原
则，守牢“外防输入”关口，发挥医疗机
构“哨点”作用，加强医疗机构院感防
控等关键环节。要始终保持如履薄冰
的高度警觉，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
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
须管安全”的要求，聚焦卫生健康重点
领域，扎实开展各类安全生产隐患大
排查，严格落实隐患排查责任倒查问
责机制，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河南

户厕改造
求好不求快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河南
省政府召开全省深入推进农村户厕问
题摸排整改“回头看”暨农村人居环境
集中整治行动视频会议。河南省省长
王凯在关于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工
作的批示中强调，农村厕所革命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场硬仗，各级各
部门要精心组织，扎实推进，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王凯说，要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
度服从实效、求好不求快，优化改厕技
术模式，严格质量管理，加强后期管护
服务，真正把户厕改造这项民生工程抓
紧抓实抓好。要充分发动群众，引导
农民参与，把户厕问题摸清摸准。要
把好把严整改质量，整改效果要以农
民群众满意不满意、好用不好用作为
评价主要依据。要坚持实事求是、求
真务实，对作风不严不实，搞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要严肃处理、追责问责。

河南省副省长武国定指出，要深
入开展农村户厕问题摸排整改“回头
看”，进一步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全面
开展拉网式排查，逐一抓好问题整改，
强化整改督导考评，建立完善长效机
制。要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
治行动，集中整治死角盲区，开展镇区
集中攻坚，整治提升村容村貌，开展整
治总结评估，全面提升整治水平。

山西开展
清廉医院示范单位创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崔志芳）日
前，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清廉
医院建设示范单位创建安排部署会，
提出每两年组织一次申报、评估和命
名，实行届期制和动态管理；清廉医院
建设示范单位的创建数量根据工作推
进情况确定。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武晋指出，要积极开展党建品牌创
建和星级党支部创建活动；主动与市
场监管、医保、药监等部门建立联动机
制，聚焦药械生产流通领域、药械采购
环节、信用惩戒机制等关键环节，为医
药购销流通领域划清行为红线，明确
行为规范；推进医院权力规范运行，围
绕加强党对公立医院的全面领导、加
快推进公立医院绩效改革、加强重点
领域和关键少数监管等持续发力；聚
焦医务人员收红包、院外购药吃回扣、
套取医保资金等腐败易发多发行为，
进行系统治理；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用
好山西深厚红色教育文化，打造具有
卫生健康特色的廉洁文化教育平台；
推进综合监督体系完备，认真梳理本
单位重点人员、重要岗位、关键环节的
廉政风险点；要畅通信访举报反馈监
督渠道等。

本报讯 （特约记者戴岳华 周
翔）近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召开江西
卫生健康这十年之深化医改专题新闻
发布会。据了解，十年间，江西省在全
国率先推出重大疾病救治举措，形成

“10种重大疾病免费救治+25种重大
疾病专项救治+22种重大疾病救治管
理”江西特色体系，累计救治患者170

万余人次，有效减轻贫困重大疾病患
者看病就医负担。

十年来，该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
持续向好。实现“一升两降”：人均预
期寿命从2010年的 74.33岁提高至
2021 年的 77.8 岁；孕产妇死亡率从
2012年的12.53/10万下降至2021年
的5.23/10万，婴儿死亡率从10.09‰

下降至 3.49‰，总体优于全国平均
水平。

该省深化医改“立柱架梁”任务已
基本完成。“十三五”以来，江西省制定
出台130多个重大医改政策文件，实
现了“四梁八柱”的战略目标。江西省
积极创建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

赣州医院等4家医院获批建设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同时，江西省持续深化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推动江西省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此外，江西省每千
人床位数、执业（助理）医师数、注册护
士数分别从2011年的3.04张、1.4人、
1.44人增长至2021年的 6.8张、2.47
人、3.1人。该省所有三级医院均开展
了预约诊疗和优质护理服务，近80%
的医院实现同级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居民健康档案电子建档率稳定在
95%以上。江西省公立医院医疗费用
增 长 率 由 2011 年 的 24.94% 降 至
2021年的 16.51%，医药费用过快增
长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江西：群众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烟火气”
再升腾

10月10日，市民在贵
州省贵阳市南明区花果园
购物中心内的一家餐馆内
就餐。当日，贵阳市重启
动人“烟火”，在该市南明
区青云路步行街等地，各
餐饮店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采取预约、限流、测
量体温、查验“双码”和 72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等方
式，构筑安全放心的餐饮
环境。 赵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