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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王昕霞 特约
记者刘翔）近日，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出
台《山西省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工作方案》。山西将以国家级高水
平医院为依托，通过紧密型合作共建，
运用“互联网+医疗健康”、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打造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为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方案》提出36项保障措施。

根据《方案》，山西有4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任务。其中，华中大
同济医院山西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

依托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
济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到2024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进
入全国百强。医科院肿瘤医院山西医
院（山西省肿瘤医院）依托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到2026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
核在肿瘤专科领域进入全国前八。西
苑医院山西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
属医院）依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到
2026年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

进入A等。北大医院太原医院（太原
市中心医院）依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到2027
年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进入A等。

《方案》提出的36项保障措施涉
及资金保障、用地及配套设施、人才引
育、医疗技术、医保政策、医教研协同
创新等方面。比如，安排专项经费，根
据绩效考核情况，每年向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的输出医院支付管理费用、人
员薪酬费用，房屋租赁、交通等相关生
活费用，以及符合山西省现行人才政

策的安家费、科研启动费及工作津贴
等。授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自主公开
招聘省内外人才，对引进的海内外高
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开辟绿色通
道，可实行协议工资制，根据能力、业
绩和贡献直接认定高级职称，保障人
才流动渠道畅通。根据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需求调整区域卫生规划，合
理增加规划床位数量。

《方案》提出，加强对引进新技术、
新方法和新项目的立项服务，对符合
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相关规定的及

时给予立项，允许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先行先试，自主制定试行价格。健全
医保经办与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协商
机制，通过谈判合理确定医保按
（DRG/DIP）结算的病种权重，在医保
（DRG/DIP）结算方面充分考虑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的特点，对疑难急危重
症和复杂罕见病进行特病单议。允许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将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合格证在入职、晋升、岗位聘用、
工资待遇等方面与硕士专业学位证同
等对待。

制定36项保障措施 实行紧密型合作共建

山西支持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本报记者 杨世嘉
通讯员 王燕

北京地坛医院行政楼北侧，青翠
的玉兰树已冒出嫩芽。一张挂在树梢
上的心愿卡上写着：最好的祝福献给
医务工作者。这片玉兰树是北京地坛
医院的一道风景。每年新入职的护士
都会在这一带栽下小树，许下愿望。

2021年年初，“00后”女护士匡海
超在玉兰树下许下与医院共同成长的

美好愿望。那棵稚嫩的小树苗如今已
长得和她齐肩高。从穿脱防护服都要
代教老师讲解的“小白”，到深入应急
区工作4个轮回的“通关者”，匡海超向
护士长最常说的话是：“我家里没有后
顾之忧，请让我继续留在应急区。”

匡海超在应急区负责照护新冠患
儿，做过近300天的“临时妈妈”，一个
不到一岁的患儿令她记忆犹新。入院
第一天，患儿高烧不退、哭闹不止，护
士们整日抱着患儿入睡，冲奶粉、唱儿
歌、买玩具……患儿的屁股总是红红

的，护士就用温水给她冲洗。彼时的
应急四区，40多名患儿得到救治，全
部康复出院。

2022年的大年初三，令中西医结
合中心二科副主任侯艺鑫难以忘
怀。凌晨5时许，她接到前往医院住
院部新开应急区救治新冠确诊患者
的任务。没有犹豫，她装了些行李便
匆匆动身。 （下转第2版）

最美不过“巾帼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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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功在一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是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北京第
一所传染病专科医院，医院现有 1703 名职工，其中女职工占比超过
75%。3年抗疫历程中，作为北京市投入医疗救治时间最早、持续救治
时间最长的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始终肩负着首都疫情防
控的重任。

从 2020 年 1 月 19 日至 2022 年年底，北京地坛医院共收治新冠
病毒感染者 6796 例，其中重症、危重症患者 215 例。危难之际，地
坛“巾帼红”的身影从未缺席。近日，北京地坛医院多了一个响亮的荣
誉——“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本报记者 吴倩

“经理，给我们再多配点吧！”工人
们向刘维提出增加防护用品数量的请
求。自2022年以来，刘维惊讶地发现
厂里发生了显著变化，生产前工人们
都主动地戴上口罩、耳塞等防护用品。

2021年，重庆市推出企业职业健
康管家服务，刘维所在的这家化工企
业便是第一批试点之一。

从“要我健康”到“我要健康”

“灰尘这么多，赶紧把口罩都戴
上！”刘维在生产车间巡视时急迫地督
促着，工人们憨憨一笑，满口答应“这就
戴，这就戴”。刘维还没走远，工人又将
口罩摘下。“真是闷得慌。”有工人抱怨。

两年前，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
要在厂里上演。刘维无奈地说，当时

在工人看来，这些防护用具并无作用，
反而是一种负担。

变化缘于一通电话。2021年11
月，重庆市开始试点企业职业健康管
家服务后，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
属第一医院（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卫
生学评价科主任彭中全作为其中一支
企业职业健康管家技术服务团队的队
长，随即联系了刘维：“专业技术人员
免费上门给你们送服务，帮你们搞好
职业健康防护，要不要？”此时，刘维作

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也在为如何
让工人采取健康防护措施发愁，两人
一拍即合，签订了一年的服务协议。

这家企业以生产食品添加剂为主
营业务，有400多名员工，存在噪声、
粉尘、挥发性有机物等职业病危害因
素。彭中全带着团队先到工厂展开细
致的“诊断”，确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场所，观察职业防护措施、职业病
危害警示标识张贴是否做到位，检查
企业职业健康档案是否规范。随后，

彭中全团队根据存在的问题，为企业
制订整改方案。

一段时间后，彭中全带着团队来
企业检查整改情况。结合上次发现的
典型问题，他们对企业员工进行现场
培训，为企业提供职业病危害因素检
测、职工健康体检、应急演练等服务。
刘维将员工活动场所作为职业健康培
训地点，并且长期摆着各种宣传资料，
供员工学习。

彭中全团队把一个个因职业防护
未做到位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案例摆在
工人面前，使得他们开始从内心认识
到职业防护的重要性，主动从“要我健
康”变成“我要健康”。不仅如此，企业
管理层也更加重视职业健康工作。“以
前只是由安全生产部门组织一些安全
培训，现在将职业健康工作单独分离
出来，由专人负责。”刘维告诉记者，更
为重要的是，企业还将职业健康纳入
战略发展规划，并由高层管理者定期
做专题汇报。 （下转第2版）

“健康管家”为职工全程护航

大型医用设备配置
管理目录调整

本报讯 （记者高艳坤）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大型医用设备配
置许可管理目录（2023年）》。与上一
版2018年版目录相比，整体管理品目
由10个调整为6个；其中，甲类由4个
调减为2个，乙类由6个调减为4个。

具体新版目录调整如下：
甲类管理设备目录（国家卫生健

康委负责配置管理）包括：重离子质子
放射治疗系统、高端放射治疗类设备
〔包括磁共振引导放射治疗系统、X射
线立体定向放射外科治疗系统（含
Cyberknife）〕以及首次配置的单台
（套）价格在5000万元及以上的大型
医疗器械。

乙类管理目录（省级卫生健康委
负责配置管理）包括：正电子发射型磁
共振成像系统（英文简称PET/MR）、
X线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英文简
称PET/CT）、腹腔内窥镜手术系统、
常规放射治疗类设备（包括医用直线
加速器、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伽马
射线立体定向放射治疗系统）以及首
次配置的单台（套）价格在3000万～
5000万元的大型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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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广东结核病
发病率下降8.7%

本报讯 （通讯员方洪秀 潘成
均 特约记者朱琳）近日，由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全国结核病患者
关爱行动启动会在广东省广州市举
行。来自15个省份40个地区的近百
名结核病防治专家齐聚羊城，共同为
终结结核病流行出谋划策。记者从会
上获悉，2022年广东肺结核报告发病
率为 42.56/10 万，较 2021年同期下
降8.7%，呈现稳步下降趋势。

据了解，2022年，中国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发布结核病患者关爱行动、
无结核社区行动和结核病防治社会动
员行动实施方案。结核病患者关爱行
动是通过创建结核病患者关爱行动示
范点，实施覆盖结核病防治重点人群筛
查、规范结核病诊断及治疗、创新结核
病管理手段等多个方面的全流程、全方
位和全周期患者关爱活动。该行动实
施周期为5年（2023—2027年），2023
年一期项目实施地区覆盖15个省份
40个地区，其中广东省试点项目地区
包括惠州市惠城区、江门市新会区。

近年来，广东省结核病防治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2022年广东肺结核
报告发病率为 42.56/10 万，较 2021
年同期下降8.7%，但广东是人口大省
且人口流动频繁，结核病防治工作形
势依然严峻。

据悉，作为结核病患者关爱行动
试点省份之一，广东将继续创新结核
病诊治和管理举措，发挥科技创新引
领作用，推动结核病防治高质量发展，
助力我国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目
标的早日实现。

江苏部署适龄女生
HPV疫苗接种

本报讯 （特约记者沈大雷）3月
20日，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
妇联在南京市召开2023年全省适龄女
生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免费接种
工作启动会议。据悉，江苏省政府将
此项工作纳入2023年保障和改善民
生实事清单，HPV疫苗免费接种预计
至少惠及该省24.67万名适龄女生。

2022年，江苏省无锡、连云港、南
京、扬州4市率先开展在校适龄女生
HPV疫苗免费接种试点工作，有6.4
万名适龄女生免费接种疫苗。在总结
4个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今年江
苏省将适龄女生接种HPV疫苗纳入
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接种工作方案
明确，2023年为至少24.67万名2009
年 9月 1日以后出生、上半年在校初
一女生免费接种国产双价HPV疫苗。

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江苏省各
级财政将投入经费1.72亿元。江苏
省卫生健康委、省教育厅、省妇联成立
项目工作专班，加强对全省疫苗接种
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江苏省
要求，各地在综合评估现有接种能力
的情况下，结合工作实际，对预防接种
门诊进行扩容，将妇幼保健机构建设
成为预防接种单位或临时接种点。按
计划，5月底之前完成第1剂接种，11
月底之前完成第2剂接种。

快检进田间

3 月 22 日，在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
府区郑家镇一家西
红柿种植基地，农
业技术人员对抽取
的西红柿进行农药
安 全 检 测 。 连 日
来，当地农产品安
全检测站工作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对
鲜活农产品进行抽
样检测，确保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
张振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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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涂晓晨 通
讯员张玮）近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新发突发传染病多点触发预警体系
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和示范应用”项目
启动暨实施方案论证会在湖北省武
汉市召开。该项目由华中科技大学
等10家国内科研单位共同申报，获
批总经费 2995 万元，计划在 3年内
建立多场景和多维度监测、智能触
发、联防联控、应急指挥一体化立体
式预警系统。

据介绍，项目设置5个重点研究

方向，包括基于多源病原数据的新发
突发传染病发生发展传播规律研究、
基于症候群的新发突发传染病早期智
能识别关键技术研究、基于全流程多
源异构数据的新发突发传染病智能预
测预警技术和模型研究、新发突发传
染病多点触发预警信息系统的研发、
多点触发预警体系和关键技术的示范
应用。

据项目首席科学家、华中科技大
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主任郑昕教授介绍，此次申报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集结了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人工智能等多个
领域的专家。未来3年内，项目将整
合病原、媒介、环境、人群等新发突发
传染病相关的全流程多源异构数据，
实现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智能预测预
警，建立多场景和多维度监测、智能触
发、联防联控、应急指挥一体化立体式
预警系统，建立可复制、拓展、调适、推
广的监测预警系统示范应用标准与技
术规范，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
提供技术支撑。

新发突发传染病预警系统将建升级版
有望3年内建立示范应用标准与技术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