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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薛纲跃 通
讯员梁军 叶帅）记者近日从湖南省
卫生健康委获悉，自今年年初特别是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省卫生健康
委创新实践“体检式”和“沉浸式”相结
合的行业综合监管，迈开腿、沉下去，

在弥补行业监督执法力量不足、保障
不足方面取得破局效应，在标本兼
治、系统施治、长效整治方面的实效
初显。

今年3月，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印
发《2023年全省医疗行业综合监管整
治行动工作方案》，创新性推出“体检
式”卫生监督和“沉浸式”卫生监督两
种模式。当月，湖南省卫生计生综合
监督局深入株洲、湘潭等市州开展实
地调研，启动“沉浸式”卫生监督试
点。4月，启动第一批8家医疗机构

“体检式”卫生监督检查，“沉浸式”检
查同步开始覆盖全省各市州。截至5
月下旬，全省共检查医疗机构 6579

家，发现问题3244条，完成问题整改
2623条，立案查处489起。

据介绍，“体检式”卫生监督是针
对在省内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大型综合
性医院、中医医院和专科医院，采取“省
市卫生监督员+专家”联合进驻的方式，
对医院进行为期一周的全方位监督检
查；“沉浸式”卫生监督是省级监督员
走出去、沉下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
通过手把手现场示范教学，提高基层
卫生监督员的执法水平和能动性。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李小松表示，“双模式”卫生监督，将
执法与普法、监督与服务、处罚与教育
相结合，通过“体检式”卫生监督，聚焦

医疗机构龙头，示范打样；通过“沉浸
式”卫生监督，下沉市州，赋能基层。“以
服务和教育为出发点的‘双模式’卫生
监督，并行起效，相辅相成，让受检者
更容易接受，同时又将法律法规与技
术规范相融合，保障了监督检查工作
的专业性和精准度。”李小松说。

作为湖南省卫生健康系统推动主
题教育落实落地的重点调研课题之
一，“双模式”同步推进的监督检查方
式，避免了因不同专业、不同层级、不
同时段卫生监督检查给医疗机构带来
的迎检压力，同时节约了行政成本。
李小松表示：“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发现
问题、提出意见、整改问题的方式，压

实医疗机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
提升的主体责任，并通过一系列的调
研、整改、反馈、再整改、再完善，形成
监督全过程闭环管理。”

“感受最深的是，检查并不以处罚
为目的，而是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让医疗服务行为更加规
范，同时规避了一些潜在的法律风
险。”谈及“双模式”卫生监督，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医务部质控办主任刘大
民感慨地说。

据悉，今年8月底前，湖南首批公
立医疗机构的“体检式”卫生监督检查
将结束；今年年底前，14个市州的“沉
浸式”卫生监督检查将全部完成。

湖南：“双模式”优化综合监管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郝金刚）山东
省卫生健康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全力推进实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百日攻坚行动”和“四送四进四提
升健康促进行动”。近日，山东省卫生
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立新表示，山
东省卫生健康委重点抓好“四个突
出”，用真情、出新招、办实事，扎实推
进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开展。

突出抓好上下联动，坚持整体推
进，坚持全省上下一盘棋。该省16个

市同步举办上述两项行动启动仪式，
坚持各级、各单位同部署、同调度、同
监督，确保各级、各单位从快、从细、从
牢抓好两项行动有关工作落实；坚持
各级力量齐参与，省、市、县、乡四级医
疗机构全部参与到两项行动当中。

突出抓好群众关切，优化看病流
程，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从群众最关
心、最关切、最期盼的就医体验、流程
优化等关键环节入手，该委组织人员
对省属（管）医疗机构“解决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百日攻坚行动”开展情况进
行暗访调研，以患者身份实地体验医
疗服务，形成问题台账，集中攻坚督促
整改。

突出抓好资源下沉，夯实底层基
础，打通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该
委通过集中实施一批帮扶基层的有效
措施，全力推动资源、人才、服务“三下
沉”。该委近日启动2023年“业务院
长”选派工作，推动专家到基层建设名
医基层工作站；印发《山东省推进家庭

医生服务“六个拓展”“三个延伸”实施
方案》，以实策实招推动基层基础和服
务能力“双提升”。

突出抓好重点人群，优化特殊服
务，筑牢“一老一幼”民生保障底线。
该委坚持聚焦新生儿和老人等重点群
体健康需求，优化全流程、全链条服
务；持续推动全省新生儿先心病筛查
工作。截至目前，该省16市的105个
县（市、区）开展新生儿先心病筛查，其
中有10个市实现全覆盖。

山东：用实招推进“两项行动”

□赵星月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基本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首
次明确基本养老服务的内涵，并
部署重点工作。推进基本养老
服务体系建设，是老龄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
关系着老年群体能否实现老有
所养、老有所依；政府、社会、市
场和家庭应共同参与，构建各尽
其责、有序协同的基本养老服务
供给格局。

养老问题不只是老年人及
其家庭的问题，其对经济运行全
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均具有深
远影响。这就要求，由单纯的家
庭养老或社会养老，向政府、社
会、家庭、个人“多元主体责任共
担”转变。在此过程中，需强化
政府主导责任，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调动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的
积极性，赡养人、扶养人也需切
实履行赡养、扶养义务。以失能
老年人为例，其家庭供养、照料
负担沉重，政府相关部门有责任
为其提供包括日间照料、助餐助
洁、康复护理、适老化改造等在
内的基本生活保障，与此同时，
其情感需求又需依靠家庭得到
满足。

当前，由单一主体提供养老
服务和产品，已难以满足差异化
的基本养老需求，将政府购买服

务与直接提供服务相结合，或是
破题之举。近年来，江浙一带逐
步兴起的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就
是基于这一理念的探索。政府
兴建机构或场所，社会资本负责
运营，既保证养老机构的公益性
质，又提高养老机构的运营水平
和服务质量。除鼓励社会资本
参与提供基本养老服务外，积极
引导高品质的非基本养老服务
发展，使之成为基本养老服务体
系的有益补充，也是构建中国特
色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
一环。

完善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机
制，同样需要多方参与。一方
面，国家层面须推动建立保险、
福利、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
障制度，将有限的财力用在解决
老年群体急难愁盼问题上；另一
方面，需建立基本养老服务经费
保障机制，并鼓励和引导企业、
社会组织、个人等依法通过捐
赠、设立慈善基金、开展志愿服
务等方式，为基本养老服务提供
支持。

《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基
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
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不断完善，服
务供给、服务保障、服务监管等
机制不断健全。期待各方按照
重点工作安排，特别是对照《国
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要求，查
漏补缺，合理配置资源，携手共
建，许老年人一个幸福安康的
晚年。

多方参与
打开新局面

本报讯 （记者王潇雨）6月8日，
第二十三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
药学奖（简称“吴杨奖”）获奖人员名单
揭晓。吴杨奖特殊贡献奖授予中国医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钟守先教授，
以表彰其对我国腹部外科疾病领域，
特别是肝胆胰外科的开拓性贡献。
14位来自基础医学领域、临床医学领
域、药学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的优秀工
作者荣获吴杨奖。

基础医学领域有2位获奖者，分
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

物流行病研究所秦成峰、北京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魏文胜。

临床医学领域有6位获奖者，分
别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汪
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荆
志成、北京医院张烜、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董念国、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赵海涛、河
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侯志勇。

药学领域有4位获奖者，分别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张玉、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徐

苗、清华大学药学院尹航、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赵荣生。

公共卫生领域有2位获奖者，分
别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
所王健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
染病预防控制所万康林。

吴杨奖于1994年经科技部奖励办
批准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医药卫生
领域努力钻研并作出突出贡献、被社会
及同行广泛认可的优秀中青年医药卫
生工作者。该奖项设立以来，先后有
464人获该项殊荣，其中有39位院士。

第二十三届吴杨奖颁发
15位医药卫生领域优秀工作者获表彰

交通突发事件
应急演练

6月7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榕江公路管段和贵
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七支队
十三大队组织开展 2023 年道路
交通突发事件应急战备演练。演
练模拟连日暴雨致使道路边坡塌
方，造成有人受伤等情况，抢险人
员在指定时间内赶赴受灾现场开
展应急抢险。图为工作人员使用
担架转运“伤员”。

视觉中国供图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健康
中原行动推进委员会印发《健康河南
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方案》从健康河南行动推进机制、全
社会健康促进制度体系、居民主要健
康指标提升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和
目标。

《方案》提出，完善健康科普知识
传播体系，加强健康教育“多融”，深化
健康素养项目；推进合理膳食行动，强
化营养健康科普建设，提升营养健康
服务能力；持续实施控烟行动，加快推
进全面无烟立法进程，积极推进无烟

环境建设；强化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综
合管理，充实心理健康人才队伍，强化
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推进健康
影响评估制度试点，开展健康城市和
健康细胞建设，开展公共场所健康危
害因素监测。

《方案》要求，加强生育全程服
务管理，提高妇幼健康服务质量，健
全中医药妇幼服务网络；加强健康
教育能力，强力推进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深化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全
面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实施职业病

危害专项治理行动，加强省市县三
级职业病危害检测检验能力建设；
加强老年健康教育和预防保健及老
年医疗服务网络建设，持续深化医
养结合。

《方案》要求，全面落实 30岁以
上人群首诊测血压制度，完善心脑
血管疾病防治体系建设；完善癌症防
治体系及肿瘤登记报告及监测制度，
优化癌症患者医疗保障；完善慢阻肺
防治体系建设；实施“知晓血糖”健康
宣教及糖尿病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
优化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预警系统，严格实施免疫规划项
目，做好地方病防治效果评价；实施
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提升中医治
未病能力，增强中医药老年健康服
务能力。

河南省提出，建立问题清单和推
进台账，将健康河南行动纳入各级党
委、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定期开展督
导调研，突出重点推进。

健康河南行动实施方案印发
完善健康科普体系 深化医养结合 提高慢性病防治能力

编 辑 刘也良

江西血吸虫病疫情
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翔）记者从
近日举行的2023年国家血防春查汇
报反馈会上获悉，“十三五”以来，江西
全力推进血吸虫病消除进程，截至
2022年年底，江西8个流行设区市中
有5个（鹰潭、景德镇、吉安、赣州、宜
春）达到消除标准，39个流行县（市、
区）中有 24个达到消除标准、12个
达到传播阻断标准、3个维持传播控
制标准，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
低水平。

据介绍，江西省近年来将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作为健康江西建设的重要
内容，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
政府重大民生工程，与生态文明建设、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乡村振兴、长江大
保护等战略部署紧密结合；同时，保留
省政府血吸虫病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充分发挥血防工作的决
策、推动作用，是全国目前唯一设有专
职血吸虫病地方病预防控制处的省
份，为江西消除血吸虫病提供坚实组
织保障。

扫码看
“主题教育进行时”报道集纳

云南“双提升”工程
全面竣工

本报讯 （通讯员陈鑫龙 特约
记者陆继才）记者日前从云南省卫生
健康委获悉，云南省重大传染病救治能
力和疾控机构核心能力提升工程（“双
提升”工程）项目建设全面竣工。据
悉，该省“双提升”工程共546个项目，
其中改造类项目512个、新建类项目34
个，工程静态总投资达80.14亿元。

据介绍，该省“双提升”工程新建
项目床位总数增加6160个；实现了云
南省县级核酸检测能力“从无到有”的
跨越，县级核酸检测能力实现全覆
盖。独立传染病医院按照每床位不低
于1.4人的标准配置卫生技术人员，
非独立传染病医院（院区）和县人民医
院感染性疾病科按照每床位不低于
0.8人的标准配置卫生技术人员；设备
配置以基本满足重大传染性疾病诊治
为原则，主要设备包括计算机X射线
断层摄影机（CT）、直接数字化X射线
摄影机（DR）、呼吸机、全自动生化仪、
结核检测设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