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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刘志勇）
近日，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
区建设经验交流暨推进会在山
东省威海市召开。国家卫生健
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党组书记余艳红指出，要突出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高质量推
进示范区建设向纵深发展，推
动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上形成一些新突破、产出一批新
成果。

余艳红指出，一年多来，示范
区建设开局良好、改革势头较
好，正从顶层设计加快向全面铺
开、重点突破、示范带动阶段转

变，要深刻把握好前进道路上遇
到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
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
保持改革定力和韧劲，集中力量
攻坚克难。

余艳红强调，中医药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结果导向，紧紧依靠改革破难
题、增动能、出成果。一要在健全
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上有新突
破，二要在建立健全符合中医药
特点的“三医联动”机制上有新突
破，三要在推进中医药数字化改
革上有新突破，四要在促进中药
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有新突破。

推动中医药综合改革取得新突破

□首席记者 刘志勇

“规划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
重大改革任务。2021年年底，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等5部门联合在山东、上
海、广东等7省（市）启动示范区建设。

在近日召开的国家中医药综合改
革示范区建设经验交流暨推进会上，
各示范区分别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交
流，既介绍了示范区建设的总体情况，
也展示了一年多以来，各自做好改革

“必答题”、书写“特色卷”的工作进展，
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
现的突破。

创新服务模式及评价机制

7个示范区立足各自资源禀赋和
改革基础，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完善为核
心，以促进中医药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来牵引改革，在服务模式创

新、评价机制改革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2022年9月，上海市启动中医优

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试点工作。该
市首批确定22个试点病种，制定试点
病种的管理规范，参照DRG（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DIP（区域点数法总额
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结算管理，确
定病种支付标准并实施动态调整，并
制定按疗效价值付费多维度考核办
法。同时，该市将22家公立中医医院
全部纳入试点，旨在通过试点推进全
面建立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
付机制，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进一
步发挥医疗机构中医药特色优势。

在上海浦东新区，全部3家公立
中医医院纳入试点后，都通过制定落实
试点病种临床管理规范的临床路径，加
强中医住院病案首页的规范填写等，强
化医院内部质量控制；建立绩效激励体
系，对于实行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付费
的科室，视推进情况予以绩效分配倾
斜。该区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和试点
医院定期开展监测数据分析和评估，
为动态优化调整支付标准提供依据。

至今，浦东新区3家公立中医医
院已累计收治试点病种患者2366人，
绝大部分病种例均费用低于测算支付
标准，中药饮片处方、中医药技术使用
率不断提高，中医专科服务能力持续
提升，实现了“患者少花钱、医保控费
用、医院有支持、中医得发展”的多方
利益趋同。以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为
例 ，试 点 病 种 的 中 医 治 疗 率 达
99.24%，中药饮片使用率为95.47%，
其中混合痔例均费用低于支付标准
24.21%，中医药费用占比由原来的
5.21%提升至17.21%。

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示范区均已
启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

在浙江省，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住
院患者医保DRG支付方式改革正在
推进，构建了中医医疗机构以中医药
服务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激励系数最
高达15%；新增8个服务项目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调整14项技术服务价格，
建立中药饮片总额预算下的“结余留
用、超支分担”机制。 （下转第3版）

做好“必答题”书写“特色卷”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近
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2023年医
疗保障基金飞行检查工作方案》，确定
医学影像检查、临床检验、康复3个领
域作为检查重点；检查对象为定点医疗
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

根据《方案》，医保飞行检查采取
抽签的方式随机匹配参检和被检省
份。在检查对象选取上分两步走，先
从各省范围内选择医保基金用量较大
的地级市作为被检城市，再从被检城
市医保基金支付排名靠前的定点医药
机构中现场抽取 2家医院和 1家药
店，连同当地市级医保经办机构共同

作为被检单位。检查组可根据举报线
索或智能监控疑点提示等直接确定被
检单位。必要时，检查组可追溯检查
以前年度或延伸检查至2023年度。

《方案》明确，针对定点医疗机构，
主要检查内控管理、财务管理、药品耗
材集中带量采购执行情况、医保基金
使用过程中涉及的医疗服务行为和收
费行为等。为强化飞行检查对医保基
金管理的推动作用，今年还将定点医
疗机构是否规范使用全国统一的医保
信息业务编码纳入检查内容。

据介绍，近4年来，飞行检查累计
查出涉嫌违法违规资金达 43.5 亿
元。自今年5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

保障基金飞行检查管理暂行办法》，为
今后依法开展医保飞行检查奠定了重
要制度基础。

今年医保飞检重点查三个领域

扫码看《方案》全文和解读

□特约记者 喻文苏

近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徐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四川省卫生健康系统认真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
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全面推进
健康四川建设。

■健康报：作为综合医改试点省，
四川是如何推进改革的？

徐斌：四川作为全国综合医改试
点省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医改工
作，建立了强有力的医改组织领导和
实施机制，为全国深化医改提供了有
益经验。

综合医改持续发力。四川省出台
构建优质高效分级诊疗体系实施方
案，2022年新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试

点县17个，国家“十三五”分级诊疗评
估居西部地区第一。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连续两年进入全国前五。

川渝卫生健康一体化全面提速。
四川省已组建跨区域专科联盟90余
个，截至目前建立远程医疗协作网205
个；省内733家医疗卫生机构实现重庆
电子健康卡“扫码就医”；两地三甲医院
已互认 112 项临床检验检查结果，
2022年为患者节约费用3.88亿元。

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和中医药
强省建设开创新局。四川省部署示范
区建设9项主要任务，争取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项目3个、中医
特色重点医院建设项目7个（数量居
全国第一），获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35个。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助力乡村振
兴。国家确定的30种大病救治管理
率达到99.73%，重点慢病应签尽签率
达到100%；强化东西部协作和对口

支援，川浙组建医疗卫生“1+N”帮扶
团队，对50个国家和省定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人民医院进行全覆盖帮扶。

■健康报：发展是硬道理，四川省
卫生健康体系发展取得哪些成效？

徐斌：围绕“大病不出省，一般的
病在市县解决，头疼脑热在乡镇、村里
解决”目标，四川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
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筑牢基层医疗
卫生网底。

“三高”建设扎实推进。四川大学
华西第二医院天府医院（四川省儿童
医院）获批第四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项目；国家精准医学产业创新中
心、天府锦城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
台挂牌运行；国家卫生健康委核技术
医学转化重点实验室落地建设；争创
18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启动建设首
批75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基层服务能力显著增强。90家

县医院被纳入国家“千县工程”（数量
居全国第三）；2022年底，建成167家
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国家“优质服务
基层行”达到基本标准、推荐标准的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别新增371家、97
家；二级、三级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接续性医疗卫生机构转诊人次较
2021年增加141%。

公共卫生网络更加健全。四川省
深入实施健康四川行动和爱国卫生运
动，创建三级以上疾控机构45家；截
至目前，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
范区28个；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公共
卫生委员会覆盖率达 91%。截至
2022年底，凉山彝族自治州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覆盖率提高到97.97%；全省
肺结核报告发病率为59.77/10万，连
续15年下降；88%的包虫病流行县人
群患病率控制在1%以内。四川省新
增494家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医疗机
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入选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项目储备库。
人才科教支撑有力。2022年，四

川省卫技人员数量同比增长4.6%，住
院医师等5类规培共招收1.13万人，
130余人参评国家卫生健康突出贡献
中青年专家等人才项目，公开招募2.2
万余名公共卫生特别服务岗人员。

■健康报：在从“以治病为中心”
转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过程中，四川
省如何让老百姓得到发展改革红利？

徐斌：四川省通过各项政策的落
地落实，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让
群众实实在在得到医改带来的成果。

医疗服务不断改善。截至2022
年底，四川省建成省、市、县三级医疗
质控中心4251个，建成互联网医院
262家，“5G+医疗健康”远程应用体
系初步实现远程会诊、远程影像诊断
等应用场景。

（下转第3版）

夯基架梁，持续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
专访嘉宾：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徐斌

权威访谈

河南：表彰30个
优质服务品牌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南
省第一届“豫文明豫健康”优质服务品
牌评选结果揭晓。河南科技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我带您去”、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党建夜车”志愿服务和开封
市中医院中医“日间病房”医疗服务项
目等 30个品牌获评为“豫文明豫健
康”优质服务品牌。

“豫文明豫健康”优质服务品牌推
选活动由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主办。创建优质服务品牌要求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
准，做到与落实健康中原战略、深化医
改、文明行业创建、志愿服务相结合，
特别是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及“文明
服务我出彩、群众满意在窗口”相结
合，具有实践性、突出创新性、体现服
务性、富有实效性、具有推广性，并被
群众普遍认可。

据介绍，经各地各部门推荐、网上
公示、现场展示评审和第三方满意度
调查，30个品牌获评第一届“豫文明
豫健康”优质服务品牌。

权威部门回应阿斯巴甜被列
入“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国家疾控局
解答猴痘热点问题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本期“提升患者体验在行动”
专刊，邀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党
委书记李正赤、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党委书记刘连新、香港大学深圳
医院党委书记徐小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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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老年健康
宣传周主题确定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体育总局、国家
中医药局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3
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的通
知》，确定今年全国老年健康宣传周
活动时间为 7月 24日—30日，主题
为“科学健身助力老年健康”。活动
内容包括宣传老年健康政策、宣传老
年健康科普知识、宣传老年科学运动
知识和宣传适宜老年人的中医药健
康知识。

《通知》要求，宣传推进健康中国
建设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
略，宣传老年人健康管理、老年健康
与医养结合、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
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
理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及
各地老年健康服务政策；结合老年人
特点，通过老年健康教育科普视频等
多种方式，宣传积极老龄观和健康老
龄化理念，疫苗接种、老年常见病和
慢性病防治、伤害预防、应急救助、心
理健康、生命教育等健康科普知识；
宣传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强老年人
科学运动指导，推广老年人科学运动
技能、方式和方法，宣传运动预防失
能等科学运动知识；积极开展中医健
康体检、健康评估、健康干预以及药
膳食疗科普等活动，普及适宜老年人
的中医养生知识、技术和方法；推广
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中医传统
运动项目。

编 辑 刘也良

学习
防溺水知识

7 月 16 日，浙江
省湖州市，德清县武
康街道联合舞阳学
校、地理信息小镇中
心学校开展“暑期防
溺水 安全度暑假”教
育活动。志愿者们通
过讲解防溺水知识、
传授安全急救技能
等，提高学生的自我
保护能力。图为志愿
者向学生们普及心肺
复苏急救知识。

王树成摄

黑龙江：“五进”活动
普及健康知识

本报讯 （特约记者董宇翔）为落
实主题教育总要求，推进健康科普和
健康促进工作，近日，黑龙江省卫生健
康委在铁力市开展2023年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活动暨健康素养知识

“五进”主题宣传活动，组织省级健康
科普专家库专家、全省“最美医生”等
28位临床专家深入当地社区、机关事
业单位、学校、企业、家庭开展义诊及
宣讲活动。

活动期间，专家们还走进机关，宣
传肿瘤防治健康知识；走进铁力市第
一小学，宣讲近视防控、口腔病防治；
走进当地企业，举办职业病防治健康
讲座。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全省“最
美医生”荣誉称号获得者组成医疗专
家团队，来到铁力市双丰镇，为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进行义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