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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预热·拾级而上，走进2023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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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召开2023年河南省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会议指出，2023
年，河南省卫生健康系统以党的建设
为引领，以基层为重点，改革创新，把
防风险守底线贯穿始终，立足“促健
康、强医疗、重基层、抓改革、求创新、
守底线”，实施十大专项，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更可持续、更加均衡、更高
质量，在健康河南行动、公共卫生治
理、深化改革攻坚、基层发展能力、中

医药强省建设、能力作风建设等方面
取得新突破。

河南省提出，实施医学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专项，重塑医学科技创新
体系，培育一流创新平台，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实施公共卫生能力提升专项，
完善重大疾病综合防治体系，提升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力，推进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加强职业健
康和食品安全；实施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专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加强内涵建设，提高专科、质控、服务
能力，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提高急诊急
救水平；实施基层卫生补短板专项，推
动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政策，完善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功能，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

该省还将实施中医药创新发展
“六高”并进专项，做好高层次的工作
谋划，建设高水平的专科体系，培养高
质量的人才队伍，打造高标准的科研

体系，提供高品质的文化服务，完善高
效能的管理机制；实施“一老一幼”和
妇女健康服务专项，抓好老年人群健
康服务，提升托育服务能力，强化妇幼
健康服务管理；实施深化医改提质提
速专项，深化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
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开展家庭
病床试点工作，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制
度，完善综合监管制度，深化“放管服
效”改革；实施健康促进创新提升专
项，高质量推进健康河南15个专项行

动，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创新开展爱国
卫生运动；实施全民健康数字治理专
项，完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能标准，
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实施防风险保
安全专项，推进法治、清廉、平安医院
建设，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同时，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将通过
制定10件改革攻坚事项清单、10件
惠民实事清单及35项重点任务清单，
厘清2023年度卫生健康工作发展路
径，助推健康河南统筹发展。

十大专项助推健康河南统筹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磊 通讯员杨
理如）2月 2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
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会上表
示，将进一步推进重大疫情和突发事
件国家医疗救援力量调动与支援机制
建设，建设国家、省、市、县立体化的医
疗应急指挥调度信息系统，做到指令
清晰、系统有序、执行有力。

郭燕红表示，将推动医疗应急体
系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升现有队伍
的装备水平，特别是加强重症救治能
力，在全国布局新建重大疫情医疗救
治队伍，满足国家和区域重大疫情医
疗救治需要；推进基层紧急医学救援

能力建设，建设基层医疗应急小分队，
满足各类较大及以下突发事件现场处
置和重大突发事件先期处置需求。通
过提升队伍实战能力，打好“运动战”。

郭燕红说，将推进医疗应急救治
基地建设，建设国家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和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针对
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和社会
安全四大类突发事件建设医疗应急演
训基地；布局建设国家中毒救治研究
中心，继续推进核辐射医疗救治基地
建设。通过基地建设构建紧急医学救
援核心支撑，在突发事件医疗救治中
打好“阵地战”。

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

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毛德智表示，今年
将通过推进县域医疗共同体建设，加
强乡村两级医疗卫生、医疗保障服务
能力建设等，促进医疗资源下沉，提高
农村传染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提出——

打好医疗应急“运动战”“阵地战”

□本报评论员

3 年多来，我国走过了一段
极不平凡的抗疫历程。在取得疫
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过程中，
广大医务人员是中坚力量。他们
的名字和功绩，国家不会忘记，人
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将永
远铭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

卫生健康系统是一支听党指
挥、能打胜仗的队伍。武汉发生
疫情后，340 多支国家医疗队、
4.2 万多名医务人员、900 多名公
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开展新
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医疗
支援行动。各医疗队在 2 小时
内完成组建，自带 7 天防护物
资，于 24 小时内抵达湖北，然后
迅速开展救治，与病毒“短兵相
接”。很多人的脸颊被口罩勒出
血痕，很多人的双手因汗水的长
时间浸泡而发白……此后，相似
的画面在各地疫情应对中屡屡出
现。广大医务人员不负党和人民
重托，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
疆的崇高精神。

卫生健康系统是一支始终把
人民利益放在心上、护在手中的
队伍。“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获得者、身患渐冻症的张定宇说：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
里抢救更多患者。”卫生健康人又
是十分谦逊的人。“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钟南山说：“其实，我不过
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人民群众
说：“有你们在，我们安心！”

2022年11月以来，我国围绕
“保健康、防重症”全力以赴开展
医疗救治。这一次，卫生健康人
依然顶在前头。全国二级以上医
疗 机 构 发 热 门 诊 短 时 间 内 由
7337 个扩充至 1.6 万个，重症病
床由 19.8 万张扩充至 40.4 万张，
16 支国家医疗队依托国家医学
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及省级
三甲医院组建，总计2400余名医
务人员能够随时调派、跨省支
援。事实证明，只要祖国和人民
需要，卫生健康人不会有丝毫退
缩，总是以强烈的责任感，拼尽全
力，守护好每一个生命。

护佑人民群众健康安全，是
始终不变的“中国理念”，也是卫
生健康人始终不变的担当作为。
3年多来，除了应对疫情，卫生健
康系统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上，
始终把责任扛在肩上：推进分级
诊疗体系建设，推动工作重心下
移和医疗资源下沉，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不断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加快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将巩
固拓展健康扶贫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逐步缩小城乡、地区、
人群间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
水平的差距。

历史的丰碑永载卫生健康人
的奉献。当前，我们要抓实抓细
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建强
卫生健康服务体系，坚决巩固住
来之不易的重大成果。眼前的路
仍要继续走，手头的工作还要加
速推进，一切都是为了满足14亿
多人对更加美好幸福生活的期待！

历史的丰碑永载
卫生健康人的奉献

坚决巩固疫情防控重大成果②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晔）近日，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召开2023年贵州
省卫生健康工作电视电话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今年，贵州省将持续加强重
点专科学科建设，计划新培育国家级

临床重点专科至少5个，创建省级临
床重点专科80个，建设县级临床专科
40个，新立项省级医学重点学科25
个，全面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据悉，近年来，贵州不断加强重点

专科学科建设，将其列为整体提升卫
生健康水平攻坚行动计划及“医疗救
治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方案”重要内
容。2022年，贵州获批立项建设国家
临床重点专科8个、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200个，60个县医院纳入国家“千
县工程”，新立项建设省级医学重点学
科21个、县医院临床专科40个。

今年，贵州将持续打造优势专科
学科，深入实施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百

千万工程”；大力推进“千县工程”60
个项目医院建设，推进县医院胸痛、卒
中、创伤、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儿童
与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建设，力争
30%的县医院达到国家县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推荐标准；围绕省内多发病、高
发病，力争培育在西南地区有影响力
的重点优势学科8个。同时，该省争
取新获批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加
快推进2个已获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运行，开工建设2个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推动工作重心下移、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建好五级医疗服务体系，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贵州持续打造优势专科学科

□本报记者 刘嵌玥
首席记者 叶龙杰

健康是美好生活的前提和基础，
健康中国建设体现增进民生福祉的发
展取向。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持续发力，优质医疗资源不断扩
容，健康中国战略稳步推进。在此背
景下，百姓看病就医体验如何？发生
了哪些新变化？还有什么期盼和诉
求？记者通过采访居民和来自基层的
全国人大代表，了解“健康路”上的民
之所感、民之所盼。

基层医疗进步增强获得感

就近就能看好病，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生活中的好消息。今年55岁的
李大妈住在北京市朝阳区，家里除了
她和丈夫，还有76岁的母亲。三口人
平均年龄超过60岁，日常就医需求较
大，家附近的甘露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是他们常去看病、开药的地方。

“这是您的药，一共是 12 周的
量，您拿好。”2月2日早上，李大妈陪
患有高血压的丈夫来到甘露园社区
卫生服务站，就诊结束后，他们从医
护人员手中接过了药。去年，北京市
将慢性病“长处方”服务时限延长至
最长3个月，李大妈和丈夫不用月月
跑腿开药了。

李大妈和丈夫还发现，近年来，社
区卫生服务站能开的降压药种类更全
了。这让患有慢性肾炎的李大妈十分
期待：“社区卫生服务站治疗肾炎的药
很少，如果能增加针对肾病等慢性病

的药就好了。”
自2016年起，北京市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开始为全市65岁及以上
老年人免费提供健康体检服务。如
今，李大妈的母亲已经在社区免费体
检7次。“医务人员非常耐心细致，检
查的项目也很多，包括血尿常规、腹部
超声、心电图等。”李大妈告诉记者，
2023年的社区免费体检报名已经开
始了，她准备等天气暖和一些就为母
亲预约。

不只是中老年群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今
年1月初，在浙江省杭州市工作的郑
洋时常感到胸闷气短，怀疑是新冠后
遗症。当时正值感染高峰期，大医院
的号很难挂，最终郑洋来到了离家不
远的西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下转第4版）

美好生活有了更坚实的支撑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系统
应用加速

本报讯 （记者王潇雨）“人工智
能辅助诊疗系统覆盖了3000多种常
见病，在27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得到应用，表现出很大渗透性。”近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权威部门
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
高新技术司司长陈家昌介绍了人工智
能技术的应用及前景。

陈家昌说，人工智能技术当前有
两大发展趋势：一是在社会经济发展
方面，人工智能具有渗透性、扩散性和
颠覆性作用，正在引领科研范式变革；
二是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智
能计算、脑与认知相关技术的共同驱
动下，人工智能领域加速发展，日益呈
现群体性突破态势，特别是“智能+”
的范式，在制造、交通、医疗等领域都
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内学者提出了‘神经形态完备
性’理论，研发了异构融合类脑芯片，
同时国内科研机构研发了中文多模态
预训练模型、图文音三模态大模型，这
些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陈家昌
说，下一步，要推动构建开放协同的人
工智能创新体系，加快基础理论研究
和重大技术攻关；推动人工智能与经
济社会深度融合，在重大应用场景中
锤炼技术，升级迭代，培育市场；推动
建立人工智能安全可控的治理体系；
全方位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合作。

99%的统筹地区
门诊看病可报销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日从
国家医疗保障局获悉，全国目前已有
99%的统筹地区开展了普通门诊统
筹。2023年以来，全国定点医疗机构
已实现普通门诊统筹结算4.41亿人
次，日均结算超过780万人次，完成结
算金额462.4亿元，通过“待遇置换、
资金平移”，改革的效果逐步显现。

国家医保局有关司负责人表示，
为充分释放改革红利，一是将更多定
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报销范围。
2023年以来，全国已有2962万人次
在定点零售药店实现结算，结算金额
14.34亿元，职工参保人在药店次均
报销48.41元。二是推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配备更多药品，国家医保局将
加强部门协同，督促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加强药品配备等。三是积极推进

“互联网+医保”服务，推动医保电子
凭证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扩大医保
移动支付接入范围，让参保人通过手
机就能完成挂号、医保结算、参保信息
查询、异地就医备案等。

上述负责人表示，各地设计报销
政策时，针对退休人员要在“一低两
高”方面有所安排，即报销“起付线”
比在职职工更低、报销比例比在职
职工更高、报销“封顶线”比在职职
工更高。

开栏的话
过去的一年，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中国式现代化踏上新征
程；新的一年，我们再鸣征鼓，奋
进新时代。3月，全国两会的召
开，将为 2023 年绘上更为鲜明
的底色。在这重要时刻到来之
前，本报开设“两会预热·拾级而
上，走进2023”专栏，采访社区居
民、一线医务人员、医院管理者、
公共卫生人员、新任全国人大代
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请他们将
既往的荣耀、汗水与千言万语，
同即将到来的全国两会聚光灯
相结合，展望2023年，汇聚前行
的力量。

2月27日，在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寓健颐养智慧养老中心，老人通过数字
化设备进行康复测试和能力评估。长兴县通过配备床位监测设备带、智能药
盒等数字化设备，为老年群体提供云问诊等智慧健康服务。 谭云俸摄

数字赋能
智慧健康

扫码看
发布会
详细内容

扫码观看短视频栏
目“动话健康”

本期话题：这些流感
小知识，你应该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