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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叶龙杰
特约记者 李试诚 柴羽佳

10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
康委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干部任免职
决定：刘勇同志任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日前，本报“行走健康中
国”报道组对刘勇进行了专访。他表
示，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将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的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内
蒙古高质量发展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
化新篇章的意见》，凝心聚力加快推进
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提
高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为核心，通过
近期、中期、长期阶段安排，统筹规划，
一张蓝图绘到底，接续努力，力争在提
高人民健康水平、健康生活促进、健康
服务提升、资源优化配置、健康保障优
化等方面实现目标和指标统一部署、

统筹推进、同步实现，进而以高水平
的改革和治理实现“将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在祖国北疆打造亮丽健康风
景线。

■健康报：为促进乡村振兴，保障
每一位农牧民都能及时便捷获得医疗
卫生服务，内蒙古采取了哪些举措？

刘勇：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内连
八省、外接俄蒙，边境线长达4200多
公里，东西直线距离2400多公里，地形
狭长，是东西跨度最大的省份。经过
多年发展，全区医疗卫生事业取得长足
发展和进步，在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的同时，卫生总
费用中的个人支出占比持续下降，居
民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反映人民群
众健康水平的诸多指标明显提升。

近年来，中央资金支持全区卫生
健康领域项目169个，覆盖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旗

（县）级医院、传染病医院、疾控中心等
机构，实现每个盟（市）有一家以上三
级公立医院、每个旗（县）有一家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每个苏木乡镇有一家
合格卫生院、符合条件的嘎查村有一
个合格卫生室。

同时，内蒙古加强人才培养，加强
医教协同，落实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
育，完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已
累计培养合格住培生9300余名；加强
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
农村牧区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计
划，已有1334名全科医生赴575家苏
木乡镇卫生院履约，进一步壮大了基
层全科医生队伍，夯实了基层人才队
伍建设基础。

内蒙古一直把“强基层”放在突出
位置，推动上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员、
技术和资源向基层下沉，先期在国家
试点的基础上，增选11个旗（县、区）
作为自治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

点，制定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管理体制
改革方案，增挂医共体（总医院）牌
子。2023年，内蒙古全面启动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加快
推动县域内医疗资源共享，组建医学
检测、影像、财务、药品管理、后勤服务
等业务中心，提升医疗服务规范化、同
质化水平，逐步做实“基层检查、上级
诊断”模式。

内蒙古推进“县管乡用、乡管村
用”和乡村医生聘用制，选派专家到基
层卫生院管理或坐诊，加强基层医疗
卫生人员培训，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
开展远程诊疗及健康服务，全面落实
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进一步规
范转诊流程，引导患者有序就医，逐步
实现居民首诊在基层。2022年，内蒙
古县域内住院量占总住院量比重达
79.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
总诊疗量比重达42%。

（下转第2版）

在祖国北疆打造亮丽健康风景线
专访嘉宾：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勇

□本报记者 赵星月
特约记者 范川

诵读一首首传颂千年的杜诗，感
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的朴素心愿，与
今时今日共筑健康中国的美好向往一
脉相承；

展开一段段跨越代际的对话，回
首老中青三代医者“光阴的故事”，
为当代医学生解答成长中的困惑与
迷惘；

翻阅《健康报》上一篇篇精彩的报
道、一张张珍贵的照片，再现我国医疗
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贺诚将军
的初心与使命，将红医精神的历史成
就与时代传承娓娓道来……

近日，由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学习
强国”四川学习平台主办，四川省卫生
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承办的一档医学人
文系列节目《健康大讲堂》走进观众视

野。作为四川省加强医学人文建设的
创新性工作，节目围绕“大卫生、大健
康、大人口”，结合热点话题、社会民生、
医学前沿等，讲述医患故事，阐释生命
哲学，让人文之光照亮医学前行之路。

共赴红医精神的时代传承

拿手术刀也一样干革命？贺诚，
这位红色卫生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用一生书写着笃定的回答。第三
期《健康大讲堂》于11月13日登陆全
网，本期节目以“赓续红医精神 勇担
时代使命”为主题，走进贺诚将军故里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市。这方土地自古
就涌现文人志士，唐代诗人陈子昂曾
因报国无门徒留“念天地之悠悠，独怆
然而涕下”的感慨，革命前辈贺诚则以
一脉相承的壮志写出别样的诗篇。

节目中，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情景

演绎，将贺诚一生的光辉历程尽数呈
现。贺诚出生在射洪一个普通农家，
父母的言传身教造就了他坚毅的品格，
勤勉求学的他一举考入北京医科大
学。1925年，贺诚宣誓加入中国共产
党，成为我党早期党员之一。此后，他
投身于红色卫生事业建设，通过“一所
卫生学校，一张《健康报》，一个卫生材
料厂”，展现出对卫生事业的长远规划，
以及革命家干事创业的胸怀和气魄。

“1931年，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
叶坪乡朱坊村一座古朴的祠堂里，一
份报头为‘健康’二字的四开黄麻纸油
印小报在战火中诞生。这是我党我军
创办的第一份专业报纸，创办人正是
时任中央苏区前敌委员会总军医处处
长贺诚。”伴着主持人的讲述，在场观
众对《健康报》的前身逐渐明晰。

据贺诚生前回忆，革命战争年代，
战士们露天而眠、和衣而睡，伤口得不
到正确处理，引发肢体溃烂；加上水土

不服、传染病肆虐，严重影响红军的军
事行动，削弱了革命力量。毛泽东同
志提出“一切为了伤病员的健康”的号
召，战火中诞生的《健康》报以此为办
报方针，大力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
登载教战士们包扎、止血、搬运、防冻
等的卫生知识，千方百计促进苏区军
民健康水平的提高。

如今，曾经的油印小报已发展成
为集四报两刊、两网多微为一体，融
合健康中国政务新媒体平台，各端口
粉丝数近3000万，年阅读量达数百
亿，为全力建设健康中国打造的主流
舆论场。

节目现场，健康报社有限公司董事
长、党委书记邓海华谈到，作为一名卫
生健康行业工作者，自己有幸与《健康
报》一起，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卫
生健康事业的日新月异。从大陆首例
试管婴儿诞生到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
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力推

新农合制度保障农民健康到交上脱贫
攻坚“健康答卷”，《健康报》见证了我
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光辉历
程；从抗击“非典”到新冠疫情防控取
得重大决定性胜利，《健康报》见证了
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历程；从“以疾
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逐
步演变，《健康报》见证了党为人民绘就
健康中国的美好蓝图。（下转第3版）

让人文之光照亮医学前行之路
——四川省医学人文系列节目《健康大讲堂》现场纪实

江西进京招纳
医学拔尖人才

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翔）近日，
江西省医学拔尖人才引进活动（中国
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专场）在
京举办。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
伟、副省长史可出席活动并看望慰问
江西籍协和学子，江西省卫生健康委
党组书记、主任龚建平等出席活动。

史可指出，江西对优秀毕业生和
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前所未有，真诚欢迎
全国各地的学子选择江西、扎根江西。
江西将为人才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实
现人才的个人事业成长与江西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双丰收”。

据悉，江西省20多家医疗卫生单
位参加此次专场活动，发布岗位303
个，计划招聘700余人。

湖南举办卫生健康
管理能力培训班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济生 通
讯员吴苒澈 童桢）近日，湖南省卫生
健康管理能力培训班在湖南省委党校
开班，该省170余名三级公立医院主
要负责同志参加培训。

培训班为期5天，通过课堂教学、
研讨交流、警示教育等方式，围绕公立
医院党的建设、临床专科建设、医学技
术创新等内容进行政策培训和经验交
流。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祝益民要求，参训人员要利用
学习成果认真查找本单位存在的短板，
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主动把学
到的思路、措施和办法运用到实践中
去，在学习中提高，在实践中运用。

11月18日，北京市普仁医院关爱青少年脊柱健康科普义诊在北京市东城区妇
幼保健院（南院）举行。图为普仁医院康复医学科医生在示范脊柱健康操。普仁医
院“东城区儿童青少年康复中心”2022年挂牌，开展儿童青少年体态监测、脊柱公益
筛查与长效管理工作。 本报记者赵星月 通讯员李冬 李雪报道 视觉中国供图

关爱青少年
脊柱健康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雄安院区开建

本报讯 （记者崔芳 特约记者
钟艳宇）11月20日，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雄安院区建设工程项目开工。根据
规划，该项目将于2026年 7月竣工，
到2026年年底具备试运营条件，日门
诊量承载上限可达1万人次。

据悉，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雄安院
区坐落于容东片区，规划床位数为
1000张，建设门急诊、住院、医技和后
勤保障用房及配套设施。开工仪式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人民医
院院长王俊介绍，雄安院区由血液、胸
外及创伤3个院士团队领衔。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将派25个国
家级临床重点专科中的优势学科优先
入驻雄安院区，实现医疗资源跨院区、
跨专业的有效整合。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晔近日从贵
州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贵州省第二批
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将在今年年底
全部建成并投用，届时该省将拥有
1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

据悉，2022年，贵州省级财政投
入 2.5 亿元建设的第一批 50个县域
医疗次中心已全部投用。50个县域
医疗次中心人员配置均达到二级医
院相关标准，卫生技术人员占比达
80%，医疗收入同比提高23%；其中
26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可开展三级、
四级手术；卫生技术人员增加 1040
名，业务科室增加430个，新项目新

技术增加296项，住院人次同比提高
36个百分点；辐射带动周边一般乡
镇卫生院221个。

2023年，贵州继续投入2.5亿元
支持第二批5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建
设。据介绍，该省将充分发挥县域医
疗次中心的枢纽和辐射带动作用，向
上负责分担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医
院的部分职能任务，横向负责辐射带
动周边3～5个一般卫生院的发展，向
下负责指导辖区内村卫生室日常运
行，推进县乡一体、乡村一体管理，加
快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动县域
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整体提升。

贵州 着力打造100个县域医疗次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谢永莲）近
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
疾病预防控制能力三年提升行动方
案（2023—2025年）》。《行动方案》提
出，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为基础，以
体制机制改革为助力，全方位提升疾
病预防控制能力。

《行动方案》提出，实施基础设施
建设推进工程、实验室能力提升工
程、信息化支撑配套工程、疾控机构
改革推进工程、医防协同机制完善工
程、专业人员能力提升工程。

按照“一年规划、二年推进、三年
达标”的总体部署，到2023年年底，
各级疾控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人员配
备基本达标，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到
2024年年底，各级疾控机构专业人
员能力水平进一步提升，保障机制进

一步完善，实验室检测能力进一步强
化，信息化支撑作用进一步突显；到
2025年年底，基本实现省、市、县三
级疾控机构人员配置、房屋建设、仪
器装备标准化，各类疾病和公共卫生
事件监测预警及研判处置能力全面
提升。

据了解，截至目前，青海省已建
设省级疾控中心建设项目 1 个、省
级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设项目 1
个、职业病诊疗中心1个、州级精神
卫生诊疗中心1个、县级疾控中心建设
项目 30个；实施省级疾控机构信息
化建设、20个县级疾控机构能力建
设和省、市、县三级传染病监测预警与
应急指挥能力提升项目，有效提高
了基层疾控机构硬件条件和信息化
水平。

青海 三年行动提升疾病预防控制能力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群）近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成立“互
联网+医疗健康”高质量发展推进小
组，目标是从发展政策、重大任务、安
全保障等方面，巩固宁夏“互联网+医
疗健康”示范区建设成果，推进“互联
网+医疗健康”高质量发展。

根据工作安排，宁夏将出台数字
疗法产业发展政策措施，推进国家

“互联网+医疗健康”首诊试点落实，
制订开展首诊的疾病类型、适用范
围、监管规则等标准。同时，宁夏将
全力推动医疗装备智能化应用，推动
医疗装备向“互联网+医疗健康”模

式转型。
在此基础上，宁夏将创建健康医

疗数据要素开放利用先行示范基地，
加强数据要素赋能行业，推动自治区

“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建设；依托
现有的国家妇儿区域医疗中心，提高
医学交流合作的数字化程度，提升医
学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加强慢性病
综合防控与主动干预，完善覆盖全人
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体系数字化
建设。

为加强“互联网+医疗健康”行
业监管，宁夏将制订自治区、市两级

“互联网+医疗健康”安全监管标准，
整合优化互联网医院监管平台，实
现监管数据共享，重点监管互联网
医院开具处方的规范性、适宜性、安
全性。

宁夏 高质量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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