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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世嘉

体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是筑牢生产安全防线的重要支撑。检
查组在调研中发现，全国多地卫生健
康系统善于运用体系思维布局安全生
产工作，依托体系建设之力压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推动重大事故隐患自
查自纠与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从源头
上防范和消除安全隐患。

97.6%的背后

“经排查，使用电器不规范有165
例，占 26.5%；占用消防通道有 132

例，占21.1%；堆放杂物有104例，占
16.6%；指示标识不明确有63例，占
10%；消防器材缺失或损坏有31例，
占4.9%；施工安全隐患占3.5%。”前
不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保卫处处长王海向检查组列出了一串
数字。

王海所说的排查，是该院今年4
月开展的拉网式安全隐患自查行动。

“共发现隐患624条，其中609条已完
成整改，占97.6%。老楼氧气站无防
火围堰且与周围建筑距离不规范、老
楼动物房需更换防火门、内科楼3段2
层放射科侧消防疏散逃生门损坏等
15条仍在整改中。”谈及细节，王海了
然于心，“整改清单中的所有问题项都
明确了具体责任人与主责科室，全院

上下齐抓共管，协同推进落实。”
“内楼中控室消防报警主机软件

版本老旧、系统易闪退”这一问题经该
院保卫处多方统筹，现已通过医院立
项，并将于今年12月完成整改。“大到
公共设施，小到螺丝、门把手，不放过
一丝一毫的隐患，高标准、严要求的排
查就是为了发现漏洞，堵住所有风险
点位。”针对自查查出的问题，王海毫
不避讳。

97.6%的背后，体现出的是该院
健全的安全组织体系在发挥作用。近
年来，北京协和医院持续推进安全生
产体系建设，成立由院党委书记和院
长任组长、分管院领导任副组长、各职
能处室和临床科室负责人任组员的安
全委员会，实行院、科两级系统管理体

系；与全院科处室签订《安全承诺书》
91份，逐级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
制，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和隐
患排查治理，建立隐患台账，逐一监督
整改。

王海介绍，排查和治理以该院出
台的安全生产和火灾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实施方案为依据，由院领导分别带
队、各科处室全员动员开展。自查隐
患内容涉及消防通道占用、施工安全
隐患、消防设备设施故障、危化品安全
等11类622项。“安全生产是一切工
作的前提和基础。”王海说，该院通过
实行“一岗双责”制度，建立双重预防
机制，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属地
责任。

（下转第2版）

以体系之力筑牢安全生产之基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
委办公厅组织开展全国卫
生健康系统重大事故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派出
6个检查组分赴全国12个
地区开展交叉监督检查，
本报记者跟随其中4个检
查组调研采访。为挖掘各
地安全生产工作亮点、经
验及共性问题，即日起，本
报刊发全国卫生健康系统
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专
项排查整治工作系列稿
件，敬请关注。

11月23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党员志愿者上门
为社区一位老人进行口腔清洁护理服务。该区针对低保对象，特困
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提供多样化的上门服务，切实提高困难群众的
获得感。 丁根厚摄

暖心服务

随着从“以治病为中心”
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健康
教育的“戏份”逐渐增多且愈
加重要。一些医院围绕“讲
得对、讲到位、讲得好”精心
钻研，鼓足力气舞好这“三板
斧”，让健康知识切实转化为
公众的健康行为。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舞好“三板斧”
健教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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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委出台《自治区进一步改善护理
服务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方案》提出，力争用3年时间，
持续强化临床基础护理，提升护理质
量，改善护理服务，丰富护理内涵，拓
展延伸护理领域，持续创新服务模式，
努力为全疆各族群众提供更加优质、
高效、便捷的护理服务。

《方案》要求，开展以“强基础、提
质量、促发展”为主题的进一步改善护
理服务行动，建立健全区—地（州、
市）—县（市、区）三级护理质量控制体
系网络，到2025年，实现地（州、市）级
护理质控中心全覆盖，并延伸至50%
以上县域。

《方案》提出，加强基础护理，健全
分级护理制度，完善基础护理服务规
范标准，强化基础护理质量，强化护患
沟通交流，注重加强护理人文建设，以
多种方式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健康教
育知识。医疗机构要进一步落实责任
制整体护理服务，到2025年，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责任制整体护理覆盖全院
100%病区，以及门（急）诊、血液净化
中心（室）、手术（部）室、导管室等非住
院部门。

《方案》要求，加强护士人力配备，
着力增加基层护理服务供给，加强专
科护士培训，健全完善护士队伍激励
机制，改进优化护理服务流程，提高护
理工作效率，通过“互联网+”等方式
将院内护理延伸至院外，加强医疗护
理员规范管理，提高医疗护理员综合
素质。医疗机构要加强护理巡视工
作，提升中医护理能力，合理规划护士
在职继续教育，到2025年，全区三级
医院新入职护士参培比例不低于
95%，二级及以上医院不低于90%。

《方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医疗
机构依法合规积极开展“互联网+护
理服务”，扩大“互联网+护理服务”覆
盖面。鼓励医疗资源丰富地区的一
级、二级医疗机构转型为护理院，有条
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提供老年
护理服务，切实增加社区和居家老年
护理服务供给。

新疆

提出改善护理服务三年计划

本报讯 （通讯员潘成均 特约
记者朱琳）近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
等6个部门印发《广东省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工作任务》，提
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与均衡布
局，构建有序就医和诊疗新格局；深
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
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促进多层
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稳步提高医疗
保障水平；深化医药领域改革，强化
药品安全监管；深化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改革，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进
一步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强化信
息化与人才资源支撑六大重点工作
任务和持续推进医疗高地建设等21
个子项目。

《任务》要求，完成第一期30家高
水平医院整体绩效评价，推进第二期
20家高水平医院及跨区域联动“一对
一”紧密型帮扶项目中期考评工作；深
入实施73家城市三甲医院“组团式”
帮扶113家县级医院。持续开展“优
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国家推荐标
准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总数力争达400家；落实“百县千镇万
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新一轮基层

卫生健康服务能力提升五年（2023—
2027年）行动计划。

《任务》提出，充分落实公立医院
内部分配自主权，允许其在核定的薪
酬总量内采取多种方式自主分配；完
善内部绩效考核和收入分配办法，合
理确定内部薪酬结构，进一步提高公
立医院人员支出占比和医务人员薪酬
中稳定收入部分的比例。

《任务》提出，加快粤港澳大湾区
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动若干地级市
开展区域中医治未病中心建设，加强
中医院康复科和老年医学科建设；遴
选推广院内制剂“岭南名方”，并推
动符合条件的入选名方扩大调剂范
围、纳入医保支付等，推动向中药新
药转化。

为进一步完善全生命周期医疗
服务体系，广东省提出，推进“出生
一件事”集成化办理，为 50 万名适
龄妇女提供一次免费乳腺癌、宫颈
癌筛查，为 64万名孕妇提供地中海
贫血、唐氏综合征等免费产前筛查；
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争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医养结合服务率
超30%。

广东

发布深化医改近期重点任务

编 辑 严少卫

本报讯 （记者郭蕾）11 月 23
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办召开全
市冬季控烟工作部署会，提出下一阶
段5项控烟工作重点。

5项工作重点分别是：加强各行
业领域、各类重点场所控烟宣传，形
成讲文明促健康的社会氛围；对写字

楼、KTV、网吧等违法吸烟高发区
域，开展控烟联合执法行动，严肃查
处违法行为；用好违法吸烟投诉举报
数据和第三方暗访结果，推动责任单
位落实控烟职责；不断巩固无烟医疗
卫生机构、无烟学校、无烟党政机关、
控烟示范单位、控烟示范街区等无烟

环境建设；加大戒烟门诊建设，丰富
戒烟服务内容，为市民提供更多戒烟
渠道和选择。

记者 从 会 上 获 悉 ，北 京 市 自
2020年将控烟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至
街道乡镇以来，逐步形成超大城市基
层治理有效机制。至今已打造2443

家控烟示范单位、26条控烟示范街
区，无烟学校和无烟医疗机构实现全
覆盖。

据悉，该市还建立多种方法综合
运用的戒烟服务体系，连续6年举办
市民科学戒烟活动。世界卫生组织两
次授予北京市“世界无烟日奖”。

北京部署冬季控烟5项重点工作

“中国好医生、
中国好护士”

走进宁夏医科大学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11月23
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国家
卫生健康委主办的全国道德模范与身
边好人“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现
场交流活动在宁夏医科大学举行。活
动现场集中发布了2023年7月至10
月月度人物，共40位医疗卫生工作者
光荣入选。

在交流访谈环节，“时代楷模”、中
国援外医疗队群体代表郎志存讲述了
中国援外医疗60年的“天下情”；福建
省第十三批援闽宁医疗队队长叶榕杰
讲述了福建对口支援宁夏的“山海
情”；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的陈树
兰分享了她一生无悔从医的“塞上
情”；在阿尔乡大漠行医近30载的乡
村医生梁春荣分享了他如何用三服

“良药”护佑一方百姓的“家国情”。
截至10月，全国共有1002位医

务工作者和14支优秀团队被推选为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
物。活动现场宣布成立名医走基层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科普小分队”和
“健康山海情宁夏志愿服务队”，并由
“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志愿服务
总队队长为两支队伍授旗。截至目
前，“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月度人
物志愿服务队已开展“名医走基层”志
愿服务行活动21场，超过3万人受益。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婷）11月
23日，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举办新闻发
布会，介绍冬春季呼吸道疾病防治有
关情况。记者从会上获悉，前期，该市
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占据优势；近期，
流感的发病率开始升高，同时叠加其
他呼吸道疾病，使得儿科诊疗压力增
大。天津市卫生健康委会同有关部
门，统筹调度医疗资源，保障药品临床
供应，保障患者得到及时诊治。

据悉，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在强化
监测综合调度机制的同时，通过微信
公众号和微博向社会公示全市医院儿
科诊疗服务时间、地点、咨询电话等信
息，为患者提供就医指引；充分利用互
联网技术，做好预约诊疗，同时调度大
型医院及时采取增加号源、增加诊室、
建立支援梯队等措施应对诊疗高峰，
尽可能缩短就医等候时长。

同时，该市通过开展传染病诊疗

技术培训，提升各级医疗机构间儿科
诊疗的同质化、规范化水平；依托区域
医联体和专科联盟体系，指导下级医
院及时识别重症患者，强化救治，对超
出诊疗能力的及时上转患者，确保患
者获得更好救治效果。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先夺
表示，目前，天津市门急诊和住院以及
药品等医疗资源比较充足，能够提供
儿科诊疗服务的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现

有128家，患儿可以根据病情就近选
择，避免集中在大医院。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坚持全市调
度、全市一盘棋，积极开展儿科诊疗
服务，大大缓解了儿童医院和部分大
型综合医院儿科压力。据最新监测
信息，全市儿科门急诊量已连续3天
下降，儿科就诊需求趋缓，我们将密
切监测儿童就诊量的变化趋势。”刘先
夺说。

天津强化冬春季呼吸道疾病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