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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 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
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 七 届、十 八
届、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总理李克强同志的

遗体，2 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火化。

李克强同志因突发心脏病，经全
力抢救无效，于2023年 10月27日0
时10分在上海逝世，享年68岁。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

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克强
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2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
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李克强
同志”，横幅下方是李克强同志的遗
像。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

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
党党旗。

上午9时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
李克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
李 克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
李克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

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李克强同
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 国 家 有 关 领 导 同 志
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
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 门 负 责 同 志 ，李 克 强 同 志
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
送别。

李克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

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李克强同志抢救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
形式对李克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河南民生实事
健康成绩公布

本报讯 （记者李季）10 月 30
日，河南省政府通报前三个季度省重
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其中，在持续
提高妇女儿童健康保障水平方面，截
至9月底，该省已累计完成宫颈癌筛
查88.5万人、乳腺癌筛查90.5万人，
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10.6%、
113.1%；免费产前筛查覆盖率达到
87.87%，新生儿“两病”（先天性甲状
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症）筛查率为
99.58% ，新 生 儿 听 力 筛 查 率 是
99.21%，分别高于年度目标任务
22.87个、4.58个、4.21个百分点。

在大力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
进村（社区）行动方面，截至9月底，该
省已开展活动4189场，覆盖青少年
18.1万余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39.6%；开展个案心理咨询17343人
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15.6%，覆
盖重点青少年群体7458人次，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124.3%；222个“青翼
家园”工作阵地完成选址并正在建设
中。此外，在聚焦残疾儿童特殊群体，
实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方面，截至9
月底，39995名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救
助，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34%。

在持续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方面，截至9月底，该省已完成对
1250个家庭医生团队（共5002人）的
线下培训、16.75万名基层卫生技术人
员的在线培训，分别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100.04%、111.64%；59974个行
政村卫生室基本运行经费补助现已拨
付至各市县。

本报讯 （特约记者崔志芳）近
日，山西省发改委、省文明办、省生态
环境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卫生健康委
等部门印发《山西省全面巩固疫情防
控重大成果 推动城乡医疗卫生和环
境保护工作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
案》。《实施方案》提出12项主要任务，
要求推动城乡医疗卫生和环境保护工
作取得更大进展。

在医疗卫生领域，《实施方案》提
出，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实施
50个左右县级医疗机构综合能力提
升项目，推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标准化建设提档升级；建设覆
盖全省范围的5G医疗专网，所有县

域医疗集团全部接入山西省远程会诊
中心，推进智慧医院建设。

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实施
方案》提出，加强对重点场所和薄弱环
节的环境整治，持续抓好背街小巷、老
旧小区、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薄弱环
节和农贸市场、食品小作坊等重点场
所的环境卫生治理，改善薄弱环节环
境卫生面貌，补齐卫生短板。

在环境保护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补齐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短
板，加快城镇老旧城区、城中村、城乡
接合部等区域生活污水收集管网建
设，开展混错漏接、老旧破损管网更
新修复工程；加快补齐县级地区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短板，按照村收
集、镇转运、县处理或就近处理等模
式，推动设施覆盖范围向建制镇和乡
村延伸。

山西加快补齐医疗卫生短板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 郭惠
山 通讯员傅惠卿）近日，福建省泉州
市卫生健康委联合市委宣传部、市农
业农村局、市教育局等部门印发《泉州

市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五年行动实
施方案（2024—2028 年）》。这是该
市首次出台全方位支持乡村医生队伍
建设的政策性文件，在优化乡村医生

执业环境、增强岗位吸引力、保持队伍
稳定性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举措。

《实施方案》明确6个方面17项
主要任务，主要包括3个机制创新、3
种待遇提升和3项政策保障。

在机制创新方面，《实施方案》明
确，允许医学专业高等院校毕业生免
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及时补充
并动态消除“空白村”；探索在乡村医
疗卫生机构赋予公共卫生医师处方
权，提高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才使用
效能；统筹乡镇卫生院一定数量的空

余编制，公开招聘选拔优秀的大学生
乡村医生进入编制管理，打通乡村医
生上升通道。

在待遇提升方面，《实施方案》提
出，新设立乡村医生高学历补助，对在
村卫生所工作的全日制硕士、本科和
专科毕业生分别给予每月2000元、
1000元和500元补助，提高对医学科
班生入职的吸引力；新设立乡村医生
执业资格补助，每年一次性分别给予
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乡村全科执
业助理医师1000元、800元、500元

的资格补助；推进各地提高乡村医生
岗位补助，提高服务人口较少及边远
地区乡村医生基本收入。

在保障方面，《实施方案》要求，推
进乡村医生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并按至少每人每年3000元给予补
助；推进乡村医生参加医疗责任险和
意外险全覆盖，市、县财政补助医疗责
任险，化解执业风险，优化执业环境；
健全投入运行机制，落实政府办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支出。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苏松炎介绍，目前，泉州市已组建
11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县域全
覆盖；10家乡镇卫生院获评二级医
院，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市共批准设
立村卫生所3019家，实现村级医疗卫
生服务和医保专线全覆盖。全市注册
的乡村医生共4285人，平均每千农村
服务人口拥有乡村医生 1.6 名。其
中，执业（助理）医师占 36.7%，比
2015年提高10个百分点。

福建泉州五年行动建强村医队伍

□统筹一定数量空余编制，打通乡村医生上升通道
□面向乡村医生新设2项补助，并提高岗位补助
□落实政府办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建设支出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楠 刘青
夏莉涓）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制定《自治区全面提升医疗质
量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要求利用3年时间，逐步构建符
合区情的政府监管、机构自治、行业参
与、社会监督的医疗质量安全管理多
元共治机制，进一步巩固基础医疗质
量安全管理，提升医疗质量安全管理

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度，提升重
大疾病诊疗能力和医疗质量安全水
平，持续提高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的
满意度。

《方案》要求，医疗机构要健全医
疗质量管理组织体系，完善质量安全
管理制度，优化质量安全工作机制，加
强医务人员管理，强化药品器械管理，
规范医疗技术管理，提升急诊质量；改

善门诊医疗质量，严格执行首诊负责
制，优化门诊疑难病例会诊和多学科
门诊诊疗服务，加强门诊手术、门诊化
疗、门诊输液等门诊服务的质量安全
管理；进一步完善日间医疗质量管理
组织体系，加强日间医疗病种和技术
管理，不断扩充日间医疗服务范围，提
升日间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日间医疗
质量。

《方案》提出，医疗机构要全面加
强手术患者术前评估、麻醉评估，落实
术前讨论制度，严格落实手术安全核
查制度，强化围手术期管理，落实手术
质量安全提升行动，落实四级手术前
多学科讨论制度；进一步强化“以患者
为中心，以疾病为链条”的理念，以多
学科诊疗为基础，建立疑难病和专病
多学科诊疗门诊团队，探索专病中心

建设，为患者提供重大疾病诊疗一站
式服务；落实“破壁”行动，聚焦心、脑
血管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发病率高、
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疾病，
开展专病诊疗模式。

此外，《方案》还要求健全质控体
系和工作机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
规范本级质控中心的建设和管理，到
2025年末，自治区级质量控制中心要
达到60个，中医专业国家级质控中心
不少于10个，每个地州根据需要至少
成立30个地州级质量控制中心，原则
上应覆盖住院、日间、门（急）诊等全诊
疗人群；探索建立以医疗质量安全为
导向的绩效分配机制，以点带面提升
质量安全水平。

新疆实施全面提升医疗质量行动

本报讯 （记者崔芳 通讯员刘
杰）无偿献血人次数和献血量不断提
高，血液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得到加
强，血站服务能力和质控水平持续提
升……11月2日在京召开的2023年
中国血液安全大会传递上述信息。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十八大以
来，我国无偿献血人次数和献血量连
续10年保持增长，全国无偿献血总
量由2012年的2036.7万单位增长至
2021 年的 2867.3 万单位，增长率达
41%；献血人次由 2012 年的 1225.6
万增长至 2021年的 1681.3 万，增长
率达 37%。2021 年，全国无偿献血

总量和献血人次数较2020年分别增
长 8.3%、7.8%，年增长率创历史新
高。受疫情影响，2022年全国无偿
献血总量为2760.2万单位，献血人次
数为1603.5 万，较 2021年分别下降
3.7%、4.6%。但 2022 年，我国千人
口献血率依然达到 11.5‰，比 2019
年高出0.3个千分点；千人口献血量
为 17.8 个 单 位 ，比 2019 年 增 长
1.9%。2020—2022年，年均无偿献
血量为 2756.5 万单位，比 2019年增
长3.9%。

另据了解，为保障重点地区、重
要时间节点血液安全供应，我国建立

实施血液联动保障机制。血液应急
保障能力不断得到加强。2012年以
来，全国累计调配血液2590万单位，
仅 2022 年就调配血液 425 万单位，
较前一年增长了16%，较 2012年增
长了2.7倍。血站献血前筛查技术和
能力不断提高，血液实验室检测不合
格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22年，我
国 血 液 实 验 室 检 测 不 合 格 率 为
1.6%，比2019年下降0.5个百分点。

本次大会由中华预防医学会主
办、中华预防医学会血液安全专业委
员会承办，主题是“保障血液安全，推
动高质量发展，守护人民健康”。

我国血液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加强

云南卫生健康系统
构筑消防安全防线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陆继才）10
月31日，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办“云南消防这五年”专场新闻发布
会。会上，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5年来，该委紧紧围绕医疗
卫生机构管理机制特点，推动消防安
全治理和管理“双统筹”，实现消防安
全高起点谋划、高频次督查、高标准落
实，切实筑牢卫生健康系统消防安全
屏障。该省各州市累计完成1.9万家
重点医疗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基
本实现全覆盖。

截至今年10月，云南省共有124
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完成标准化
创建工作；2025年，将完成二级及以
上医疗机构标准化创建全覆盖。该
省卫生健康系统推动 9个州市制订
符合本地实际的标准化创建方案；全
省 612家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累计
投入消防安全资金2330余万元，细
化分解 427项重点风险环节和检查
重点。

该省卫生健康系统先后组织开展
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消防重
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跟踪
隐患问题突出医疗卫生单位431个，
整治整改一般性隐患问题 3190 余
个。该省卫生健康委对4家消防隐患
问题突出省级医疗卫生机构进行警示
约谈。

采收中药材

11 月 2 日，山东
省枣庄市山亭区山
城 街 道东江村农民
在采收菊花。近年
来，山亭区大力发展
菊花、金银花等中药
材 种 植 ，带 动 农 民
增收。

李宗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