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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
布《关于通报 2021—2022年度县医
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情况的函》，对县
医院两年来的医疗服务能力进行了全
景式扫描。数据显示，参评的2116家
县医院中，2022年度达到基本标准合
格及以上的有1856家，达到推荐标准
合格及以上的有964家（详见图1）。

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基本标准相
当于二级医院能力，推荐标准相当于
三级医院能力，两类标准的评估都分
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 4 类结
果。此次参加评估的省份（含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共29个，不包括已不设
县的北京市、上海市和天津市。2022
年度符合基本标准医院占比排名第一
的有7个省市，分别为江苏省、浙江
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重庆市和
云南省；符合推荐标准医院占比排名
第一的省市有3个，分别为江苏省、山
东省和重庆市。

医疗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升

在收治病种数量及难度方面，
2022年度，县医院收治病种种类亚目
平均数为1489种，较2020年度增加
133种。在区域分布上，东、中、西部
县医院收治病种种类亚目平均数分别
为1634种、1482种、1417种，均衡性
增强。

2022年度，县医院手术及操作种
类亚目平均数为488种，较2020年度
增加134种；县医院能够开展的微创
手术数量平均为1156例，微创手术占
总手术比例为22.17%，较2020年度
提升2.87个百分点。超过97.49%的
医院能够实施心脏骤停、心源性休克
等急危重症的急诊规范处置；超过
95.79%的医院能够实施心衰、肾衰
和呼衰的诊断与急救。近3年，县医
院在入出院诊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
断符合率、病理诊断与临床诊断符合

率、住院患者感染人次占比方面趋于
平稳。

在专科设置方面，2022年度，超
过95.32%的县医院能够掌握儿科、眼
科等一级科室，以及呼吸内科、内分泌
科等二级科室常见病、多发病的规范
化诊疗；重症医学科、康复医学科平均
设置率提高到80%以上；感染性疾病
科、精神科等基本标准符合率较低的
医院数量逐步减少，达到急诊科基本
标准要求的医院占比从2020年度的
96.74%提高到2022年度的98.02%。

在人才梯队方面，2022年度，县
医院执业（助理）医师硕士及以上学
历人员、高级职称人员较2020年度
增长率均超过15%，护士中具有大专
及 以 上 学 历 者 较 2020 年 度 增 长
10.19%，专业技术人员学历和职称结
构持续优化。

在双向转诊方面，2022 年度，
1928家县医院牵头组建县域医共体，
双向转诊人次数达 724.06 万，较
2020年度增长8.62%。其中，上转人
次数为413.87万，较 2020年度降低

14.56%；下转人次数为310.19万，较
2020年度增长70.25%。

《通报》要求，依托县医院推动县
域医学检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
理、消毒供应等医疗资源共享，推进县

域医共体内的医疗质控、人力资源、运
营管理、医保管理、信息数据等高质量
管理；巩固与城市三级医院远程医疗
服务关系，畅通城乡双向转诊通道。

（下转第4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通报全国县医院医疗服务能力评估结果——

从数字看县医院服务能力变化

图1 全国县医院符合医疗服务能力
基本标准及推荐标准情况（2116家医院参评 单位：家）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5月
15日，国家医保局发布《医疗保障基
金智能审核和监控知识库、规则库框
架体系（1.0版）》。根据相关要求，医
疗保障经办机构应使用“两库”开展医
保费用结算的支付审核、协议考核、核
查稽核等业务管理活动；鼓励定点医
药机构应用“两库”加强内部管理，规
范医药服务行为。

据了解，在国家医保信息化平台上
线以前，各地自建的智能监控规则数量
从几十条到几百条不等，知识数量从几
万条到几百万条不等，繁简不一，部分

地方存在“两库”权威性和实用性不足
等问题，不利于智能审核和监控进一步
发挥作用。对此，2020年，国家医保局
启动全国统一规范的“两库”建设。

1.0版国家“两库”框架体系包括
知识库框架、规则分类与释义、规则库
框架等内容。知识库包括政策类、管
理类、医疗类3类知识目录。其中，涉
及药品使用类的规则总体原则是在维
护医保基金安全、防止药品不合理使
用的基础上，逐步减少不必要的支付
限定，将用药选择权、决策权还给临床
医生，方便临床施治、维护用药公平。

国家医保局表示，国家层面加强
规则制定规范和规则体系的管理，赋
予各地医保部门充分的自主权限，在
国家“两库”的框架体系下结合本地实
际增补规则和知识，自主设定参数、指
标、阈值、应用场景等。在实际应用
中，进一步检验规则科学性、合理性、
有效性，及时评估、调整。鼓励定点医
药机构、行业学协会等根据国家政策、
规范标准，积极提出符合标准要求、具
有普适意义的知识信息或对应规则，
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可按规定程序
纳入“两库”范围。

医保基金智能监管有了“国家标准”
在药品使用方面将逐步减少不必要的支付限定，将用

药选择权、决策权还给临床医生

□本报评论员

5 月 5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
布，新冠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距离该
组织 2020 年 1 月 30 日宣布新冠
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已经过去 3 年多时
间。世纪疫情，大战大考。我们
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交出了一份非凡的抗疫答卷。

5月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在京召开发布会，从制度的力
量、专业的力量、科技的力量等 8
个方面对抗疫经验予以概括，制
度优势被置于首位。可以说，制
度优势是我国交出非凡抗疫答卷
的重要保障。

3 年多的抗疫历程，多维度
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首先，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疫情发生后，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迅速制定疫
情防控战略策略，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带领人民打响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改变了疫
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进程。进入常
态化防控阶段后，党中央科学研判，确
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有
效处置了百余起聚集性疫情。疫情防
控进入新阶段后，围绕“保健康、防重
症”，采取相应措施，较短时间内实现
了疫情防控平稳转段。3 年多来，我
国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

其次，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
办急事的制度优势为抗击疫情提供了
不竭动力。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期间，4.2 万多名白衣战士接令即动，
800余万件防护服、超过7万台医疗救
治设备紧急调度。常态化防控期间，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彰
显，疫苗、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

攻关加速。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后，医疗资源特别是重症医疗资
源在极短时间内大量扩容，守护
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最后，爱国卫生运动在社会
动员等方面焕发新生机。新冠
疫情期间，爱国卫生运动的组织
优势和群众动员优势充分发挥，
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学习健
康知识，掌握健康技能，养成良
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践行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用千千万万个文
明健康小环境筑牢疫情防控社会
大防线。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未
来，推动我国公共卫生事业高质
量发展，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
发公共卫生风险，必须继续发挥
我国的制度优势，让其释放更大
治理效能。如此，才能更好地持
续建强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更好
地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

让制度优势释放更大治理效能

本报讯 （特约记者崔志芳 通
讯员范李洪）近日，山西省卫生健康
委召开公立医院人才引进工作专题
调研座谈会。会议贯彻落实主题教
育活动关于大调研的部署要求和山
西省委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
了解各公立医院引才的经验做法、
问题堵点，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座谈会上，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直
属14所医疗机构及太原市人民医院、
杏花岭区中心医院、阳曲县人民医院
有关负责人分别就各自单位引才现
状、工作举措、人才需求、瓶颈问题、对
策建议等情况交流发言。

就下一步如何做好人才工作，山
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波
指出，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发
展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利用省校合
作模式，走出去和一批院校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通过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重点专科、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等
平台建设，培养山西省的学科带头人
及医学团队。通过摸底，掌握委直医
院、市级医院的专家情况，提供政策
上、工作上、生活上的保障服务，支持
人才发展。各单位梳理人才缺口情
况，并及时上报，把现有的集中引才
政策用好。

据介绍，山西省卫生健康委高度
重视人才工作。近年来，先后实施了
百千万卫生人才培养工程、“百名博
士”引进计划、“五个提升”医学队伍固
本提质计划等，开展了县级医疗集团
人才招聘、院士专家山西行等人才引
进和交流活动。

山西：开展人才引进
专题调研座谈

□首席记者 叶龙杰

3年多来，新冠疫情波及之广、危
害之大、影响之深远，使之成为“国际
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病毒没
有国界，疫病不分种族，这是对全人类
的重大考验。面对全人类的共答题，
中国作出表率，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扩大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中国援助、中国经验与中
国制造为各国抗疫注入强劲动力，传
递与各国共克时艰的诚意，同时也为
世界经济稳定注入信心。全球同此冷
暖，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
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既往的峥嵘岁月也记录下了中

国人民为之所作的贡献。

站在守护全人类生
命安全的高度

新冠病毒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
人；防控新冠疫情，是全人类共同的
责任。

2020年是人类历史进程中具有
分水岭意义的一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引发全球性危机，各国人员往来按下
了“暂停键”。当年5月18日至19日，
在疫情全球肆虐的危难时刻，第73届
世界卫生大会以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
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题为《团
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

健康共同体》的致辞，明确提出“中国
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
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中
方的倡议与承诺的举措，在世界卫生
大会上赢得广泛关注与积极反响。

紧接着，2020年6月，《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发布。

“这是一场全人类与病毒的战争。面
对前所未知、突如其来、来势汹汹的疫
情天灾，中国果断打响疫情防控阻击
战。中国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放在第一位，以坚定果敢的勇气和决
心，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
措施，有效阻断病毒传播链条。”白皮
书指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肩负大国担当，同其他国家并

肩作战、共克时艰。中国本着依法、公
开、透明、负责任态度，第一时间向国
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毫无保留同各
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尽己所能向
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全
球抗击疫情。

中国站在守护全人类生命安全的
高度，呼吁国际社会合作抗疫、共同构
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对坚定各
国抗击疫情的信心、携手应对全球公
共卫生危机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新冠
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
染病大流行，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在广袤的国土上编织了一张紧
密的防护网，筑起阻挡病毒的铜墙铁
壁，交出一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
的抗疫答卷。 （下转第2版）

面对人类共同敌人，中国作出表率

开栏的话

第 76 届世界卫生大会
将于 5月 21日至 30日在瑞
士日内瓦举行，我国将派出
代表团出席大会，传递完善
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守护全
人类生命健康、推动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国声
音。自今天起，《健康报》开
设专栏，关注世界卫生大会
的相关话题。

5月16日，山东省临沂市第七中学的高三学生在教室里
进行掰手腕比赛。高考临近，第七中学组织高三学生开展
形式多样的趣味减压活动，帮助学生释放身心压力，以轻
松、自信的心态迎接高考。 视觉中国供图

趣味减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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