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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太原6月 21日电 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国中 19 日至 21 日到河北、山西调
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医保工作的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政策措施落实，
不误农时抓好“三夏”生产，完善医疗
保障制度，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增进人
民健康福祉。

刘国中实地考察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点零售

药店、医保管理部门及其经办机构，
仔细询问药品耗材集采、医保基金管
理、医疗机构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
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促进医保、
医疗、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共同维护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要继续扩大药品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加强质量监
管，进一步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要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优化
经办服务，方便群众报销和到基层就
医。要进一步理顺药品耗材及医疗

服务价格，完善医疗机构补偿机制，
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要创新监管方
式，开展大数据实时动态智能监控，全
过程加强事前预警和事中事后监管，
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规范医保基
金使用，切实维护好参保群众的合法
权益。

其间，刘国中还对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层层
压实责任，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坚决
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刘国中在河北、山西调研时强调——

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革

本报讯 （记者张磊）6月25日，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
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实现消除
血吸虫病目标行动方案（2023—2030
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力争所
有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达到消除
标准。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
出，到2030年全国所有流行县达到消
除血吸虫病标准。目前，全国452个
流行县中75%的流行县已达消除标
准。《方案》指出，排除不可预测的自然

灾害等突发事件影响，在持续加大防
治力度的基础上，于2028年有望提前
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
出的目标。

《方案》提出的整体目标是，实现
全国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全
部达到消除标准，建立健全敏感、有效
的血吸虫病监测体系，持续稳固血吸
虫病消除状态。同时，《方案》明确了
分阶段目标：攻坚期（2023—2025
年），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县（市、区）达
到传播阻断标准，其中85%的县（市、

区）达到消除标准；冲刺期（2026—
2028年），力争所有血吸虫病流行县
（市、区）达到消除标准；巩固期
（2029—2030年），巩固消除成果，完
成消除血吸虫病考核验收，维持稳固
血吸虫病消除状态。

防治策略方面，《方案》提出，要继
续实施传染源控制为主、强化风险环
境钉螺控制的综合防治策略，未达到
消除目标地区、达到消除目标地区和
潜在流行地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精
准防治。

《方案》指出，各流行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精准实施消除血吸虫病“六大
行动”，即传染源控制行动、综合控制
钉螺行动、病人救治管理行动、监测预
警响应行动、健康教育促进行动、专业
能力提升行动。“六大行动”明确了一
系列指标要求，比如，到2028年人群
血检阳性者粪检受检率达到95%及
以上，家畜血吸虫病筛查率达到95%
及以上，重点有螺环境禁牧率达到
100%，重点有螺环境灭螺覆盖率达
到100%，晚期血吸虫病病人救治率

达到95%及以上，血吸虫病病人随访
率达到95%及以上，重点人群血防知
识知晓率达到95%。

11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要求——

加快实现消除血吸虫病目标

本期“提升患者体验在行动”
专刊，邀请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院长胡
豫、副院长夏家红，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
赵国光，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
院党委书记宋彬，分享3家医院
在提升患者体验方面的好做
法、好经验。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7版

本报讯 （记者张磊）6月21日，
国家疾控局发布《高温热浪公众健
康防护指南》提出，敏感人群、慢性
基础性疾病患者、户外作业人员 3
类重点人群要做好高温热浪健康
防护。

敏感人群包括儿童、孕妇、老年人
等人群，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包括循
环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精神与行
为障碍、肾脏疾病及糖尿病等疾病患

者，户外作业人员包括农民、建筑工
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人员。《指南》
提出，敏感人群应尽量避开高温，保证
水分充足，补充电解质，主动、多次、适
量饮水，不要感觉口渴才喝水；避免饮
用含糖量过多的饮品；注意尿量及颜
色，若尿量减少、颜色变深，表示体内
水分不足。同时，要与家人和邻里保
持联系，以便及时获取他人帮助与照
顾。对于独居老人宜每天探望，老人

宜将联系方式留给邻居或社区。
对于慢性基础性疾病患者，《指

南》提示，要减少运动，适当补充电解
质，若因疾病限制饮水量或者需要服
用利尿剂，应及时询问医生合理的饮
水量。对于户外作业人员来说，首要
的是补充水分及电解质，在中等强度
作业活动中，应每15分钟至20分钟
喝 1杯水（200毫升～300毫升），及
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

补充身体流失的电解质。其次，宜穿
着反光衣服和放置冰袋的冷却背心
等，及时更换被汗水浸湿的衣物。此
外，应合理安排户外作业时间，在高
温时段采取轮班制度，预防职业性中
暑并定期健康体检，严禁患有慢性肾
病、未控制的高血压、未控制的甲状腺
功能亢进症、未控制的糖尿病、全身瘀
痕面积≥20%、癫痛等人员从事高温
作业。

国家疾控局发布高温健康防护指南

□首席记者 姚常房
本报记者 郑纯胜

每一袋都有追溯标签

6月2日的新昌，很快就要进入梅
雨季，树荫下三三两两的人在聊天。

“张医生，在吗？来，刷下卡呗。”
澄潭街道麻家田村卫生室外传来招呼
声，医废清运员张海东从新昌县中医
院收完医废后，来到这里。去年年底，
麻家田村卫生室安装了医废智能分类

投放箱。要想打开医废智能分类投放
箱，张海东和村医张暄良需双人刷卡。

“6 月 2 日，损伤性医废 0.76 千
克，感染性医废 0.81 千克。”不一会
儿，条形码上亮出了麻家田村卫生室
这一天不同类型医废的重量。自从用
上这个新科技，张暄良每天都会将当
日医废投入医废智能分类投放箱，看
着手机上显示出“今日已完成产废申
报”，他感到心里踏实。

投入投放箱的每一袋医疗废弃物
都有追溯标签。收集医废时，张海东
通过医废入库终端先扫描转运箱二维
码，再扫描医废袋二维码，进行箱袋关
联，信息便同步至新昌县医废处置管
理系统。

目前，新昌县二级以上公立医院、
乡镇卫生院、民营医院等医疗机构全部
配置了智能医废箱。“新昌县中医院去
年年初设了26个点位，哪个点位医废
满了，电子屏幕上会自动提示，不需要
等科室打电话。”新昌县中医院总务基
建科科长赵晓辉介绍。此时，记者看到
电脑屏幕上有个红灯在闪烁。赵晓辉解
释说：“急诊科的医废箱很快要满了。”
说话间，医废收集员已经前往急诊科。

新昌县卫生监督所所长张良锋
说，新昌县医疗废弃物智慧管控平台
覆盖医疗机构、医疗废物集中贮存点
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信息互通
共享，能及时掌握医疗废物产生量、集
中处置量、集中处置设施工作负荷和

应急处置需求等信息，提高了医疗废
物处置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处置由财政买单

新昌县是一个以山林、旱地为主
的山区丘陵县。截至2022年年底，该
县共有12个乡镇街道，下辖23个社
区、253 个村，另有 13 个乡村居民
区。新昌县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
长吕亦斌介绍，整个县域内，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有240多家，产生医疗废物
的源头点位有几百个之多。

2021年之前，该县基层医废处置
方式基本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点、村卫
生室、个体诊所的工作人员自行前往
当地暂存点运送医废，方式五花八门：
有骑摩托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也有开
私家车，还有步行前往的……“散布在
农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废处置
的成本确实比较大。因为位置分散、
管理相对薄弱，医疗废物很容易跑冒
滴漏，管理面临巨大挑战。”吕亦斌说。

（下转第2版）

浙江新昌：全域医废“不漏一件”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
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时发起
的一场美丽乡村、美丽中国
建设的宏伟工程。在这场持
续了 20 多年的“美丽”接力
中，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干
了一件看似不大、实则不易
的事：建立医疗废物智慧监
管平台，将散布在基层农村
的 240 多个产废点连成网
络，对医疗废物统一收集、统
一转运、统一处置，把好基层
医废处置关键环节，确保全
域医废“不漏一件”。

主题教育深调研

医育结合，就是发挥医疗卫
生资源优势，促进托育服务与婴
幼儿健康管理、儿童早期发展、儿
科医疗服务等融合发展。在这方
面，各地有哪些新举措？带来哪
些新变化？

请看今日第4版——

当托育与
医疗牵手

山西部署
“千名医师下基层”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翔）近日，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全省县级医
疗机构能力提升暨“千名医师下基
层”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山西省卫生
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张波出席会议
并讲话。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廉月胜主持会议。山西省
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爱
卫会专职副主任阴彦祥作具体部
署。山西省人民医院、长治市长子县
人民医院和运城市稷山县人民医院作
会议交流发言。

张波指出，要高标准完成县级医
疗机构能力提升和“千名医师下基
层”工作任务；要锚定工作目标，完成
县级医疗机构能力提升工作；要强化
结果导向，推动县级“五大中心”全覆
盖；要着力提升基础，加强县级医疗
硬件设施提升改造；要突出专科建
设，高标准提升县级重点专科能力；
要持续下沉资源，开展“千名医师下
基层”行动。

江苏：中医药
科技成果“上货架”

本报讯 （记者沈大雷）台上，一
线中医药专家推介最新科研成果；台
下，数十家知名药企负责人寻找合作
伙伴……近日，由中国中医药科技发
展中心指导，江苏省中医药管理局和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
届全国中医药科技成果直通车暨
2023年江苏省中医药领军人才路演
在南京市举行。

“作为中医药临床和科技工作者，
很少有机会接触产业界知名企业，这
也让许多好的科研成果束之高阁。”在
当天的活动中，江苏省中医院科技处
处长居文政带来的治疗慢阻肺的研究
成果引起几家企业的浓厚兴趣。华润
三九制药研发部门负责人林智燕表
示，过去他们要一家一家医院跑项目、
谈合作，而这次一下子就接触到这么
多大医院的研究成果。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谢
林带来了一种可以循环重复使用的椎
间盘微创治疗器械——纤维环缝合
器。“今天的路演为企业、医院、临床医
生、科技工作者等搭建了一个直接沟
通对话的平台，已经有企业对我们的
研究成果感兴趣，愿意进一步洽谈合
作。”谢林说。

“此次活动是政府搭台、专家出
力、企业唱戏、市场运作的生动实践，
也是全省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
台建设从无到有、‘从0到1’的尝试和
突破。”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省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朱岷介绍，江苏省
中医药产业兴旺发达，初步形成苏州、
泰州、无锡、连云港和南京五大医药板
块，涌现出一批中药知名品牌，中医药
健康产业已经成为该省经济发展的重
要支柱。

同台竞技

日前，山东省滨州市
卫生健康系统第一届安全
生产消防技能竞赛举行。
来自全市的 13 支队伍同
台竞技，展现卫生健康队
伍的精神风貌和消防应急
处置能力。

特约记者郝金刚
通讯员樊岩峰

摄影报道

主题教育看变化

黑龙江着力
解决“办事难”

本报讯 （特约记者董宇翔）全委
78项行政许可事项、高频事项全部
实现网办和零跑动，时限压缩88%，
办件比例提高到60%以上；积极推进
全省三级公立医院互联网医院建设，
完成统一互联网医院服务平台建设，
已有62家医院入驻平台……自今年
3月启动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难”
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来，黑龙江省
卫生健康委通过成立专班、制定台
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工作取得明
显成效。

据了解，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组
织制定专项整治工作台账，按照企业
和群众办事“环节最简、材料最少、时
限最短、费用最小、便利度最优、满意
度最高”要求，持续压减政务服务时
限、环节、材料、事项办理费用、跑动次
数，同时持续提升政务服务事项标准
化程度，确保政务事项在全省范围内
同要素管理、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
理，不断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
和满意度。

扫码看
《方案》原文
及相关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