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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常房
本报记者 喻文苏 闫龑

曹梦甜

今年以来，四川省通过深入
基层深度走访调研，精准找出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从小切口聚
焦，继而集中资源、加快突破，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使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增强、
更可持续。

围绕“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
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头
疼脑热在乡镇、村里解决”目标，
四川努力探索医疗资源整合，推

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不断完善整合型区域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扎实筑牢四川现代化建设健
康之基。

“以质量赢口碑，在高质量发展的
道路上才能走得更有速度、更有温度、
更有高度。”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
记、主任徐斌表示，区域医疗全面高质
量发展，需要坚持以医疗质控体系建
设为抓手，聚焦人员、岗位、绩效、信息
等，建好标准，用一把尺子衡量发展状
态，最终整体推进同质化、标准化的区
域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区域医疗工作
要从小切口进行突破，抓住重点、找准
症结，实现“五医协同”，即医疗、医药、
医保、医养、医工协同，全面推进区域

内各医疗机构资源共享。
例如，在医疗服务体系能力迭代

升级方面，为了更好发挥公立医院在
城市医疗集团中的牵头作用，四川省
以城市公立医院为主体，在8个城市
开展国家和省级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
建设试点，建立“架构、医疗、运营、信
息”一体化运行新模式。此外，四川省
还以县医院为龙头，在145个涉农县
（市、区）全面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
建设；以乡镇中心卫生院为基础，建成
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270个。2022
年年底，四川省达到国家“优质服务基
层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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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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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斌强调，推进区域健康事业全
面高质量发展，要定位好5个点：找准

“切入点”，高站位推动医疗卫生能力
现代化，着力提升临床综合能力、公共
卫生能力、基层卫生能力；找准“结合
点”，高标准推动医疗卫生体系整合
化，强化上下结合、防治结合、医养结
合、中西结合；找准“发力点”，高质量
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优质化，保障医疗
质量安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优化创
新服务模式；找准“突破点”，高效率推
动医疗卫生管理精细化，加强公立医
院精细化管理，加强公共卫生机构精
细化管理，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精

细化管理；找准“支撑点”，高水平
推动医疗卫生治理科学化，完善
多元投入机制，深化医疗服务价
格改革，健全人事和薪酬制度，完
善法治和监管机制，发挥信息技
术的支撑作用。

全力推动健康四川示范县创
建是四川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之
一。徐斌表示，这项工作不是一
个简单的任务，也不是零零碎碎
的单项评选，“希望其成为引领未
来四川健康事业发展的主抓手，
通过真刀真枪的考核，让各级党
委政府主动、深度、全程加入健康
四川建设，扎扎实实推进健康中
国、健康四川落地开花”。

小切口突破 推进区域健康高质量发展

□首席记者 姚常房
本报记者 喻文苏 闫龑

曹梦甜

“构建优质高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成都医疗卫生
工作的核心和重点。”四川省成都市卫
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杨晓涛介绍，
成都针对市内三甲医疗机构等优质医
疗资源比较集中、部分区域医疗资源
不足等问题，通过“大手”牵“小手”的
形式，打造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提质和区域均
衡布局。

“掏家底式”下沉

11月7日，走进成都市高新区中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映入眼
帘的是10只亮闪闪的蛋壳灯，雕刻其
上的字格外醒目——“好雨知时节，当
春乃发生。”这是郭大爷为了表达对该
社区中心眼健康管理中心的感谢之
情，自己手工制作的。

郭大爷患眼疾已多年，到高新区
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健康管理中
心检查，被确诊为干眼症。当时，正在
该中心担任副主任的成都市第一人民

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眼
科专家鲜依鲆为郭大爷制定了个
性化的治疗及健康管理方案。很
快，郭大爷的眼疾明显好转。

中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眼健
康管理中心，是成都市第一人民
医院建立的集检查、诊断、矫正、治
疗、康复于一体的眼健康基层专病
中心。“除了日常诊疗、健康宣教，
医院连续两年牵头对高新区14万
儿童青少年进行视力筛查，并组织
撰写《眼健康白皮书》，为政府决策
提供支撑。”11月初结束挂职回到
医院的鲜依鲆说起在社区的工作，
仍然记忆犹新。 （下转第3版）

成都：大医院牵手社区向前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四川省考察，为

四川发展把脉定向。今年7月25日至27日，总书记又一次来

到四川省考察，作出“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的重要指示 。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四川省卫生健康事业砥砺前行，

奋力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近日，本报“行走健康中国”报

道组先后来到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广元市，走进县乡，深

入村镇，感受健康四川的发展脉动和蓬勃力量。

□首席记者 刘志勇
特约记者 周翔
通讯员 胡曦

三面青山一面水，一城瓷器
半城窑。自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沿高速公路向西行驶约 100公
里，本报“行走健康中国”报道组
近日来到举世闻名的“千年瓷都”
景德镇。

景德镇有 2000多年的冶陶史、
1000多年的官窑史、600多年的御窑
史。至北宋，真宗以其年号“景德”为
此地命名，开始称为景德镇。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十年的建
设发展，景德镇市先后获得“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等诸多称号。

如今，景德镇称得上是一座充满
活力的“年轻”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景德镇市近162万常
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
人口占比分别为16.63%、11.37%，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

进入新时代，健康中国上升为国
家战略。景德镇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成立健康景德镇建设工作委员会，
根据健康中国战略总体部署和健康江
西建设的具体要求，部署了一系列专
项行动。

近年来，以推动健康景德镇专项

行动重点任务落实情况为抓手，结合
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景德镇市统筹推
进各项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优异的成
绩：在2019—2021三年健康江西行动
综合考核中，景德镇市获评优秀，受到
全省通报表彰；2021年，该市顺利通过
相关评审评估，被命名为国家卫生城
市。景德镇市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
任朱菁华介绍，健康景德镇行动监测评
估69项指标目前已提前完成64项，占
指标总数的92.75%。 （下转第3版）

景德镇：“千年瓷都”更健朗了

本报讯 （记者郭蕾）11 月 27
日，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关
于组织申报2023年中央财政支持普
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的通知》，明
确组织申报示范项目的要求，提出中
央财政资金使用正负面清单。

《通知》指出，普惠托育服务属于
非基本公共服务，中央财政补助资金
重在发挥引导作用，推动地方落实属
地管理责任，建机制、保持续、出经
验。示范项目主要聚焦3个目标：

一是围绕方便可及、扩大托育服
务供给、缓解群众“入托难”问题，采取
多种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提供普

惠托育服务，拓展社区托育服务功能，
完善社区婴幼儿活动场所和服务设
施，推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产业园
区、商业楼宇等提供托育服务；

二是围绕价格可承受、降低托育
服务费用、减轻群众“入托贵”负担，落
实托育服务发展税费优惠政策，盘活
存量资源有效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
和服务价格，加大对农村和脱贫地区
托育服务的支持；

三是围绕质量有保障、提升托育安
全水平、增强群众“托得好”信心，坚持
以婴幼儿安全和健康为根本，加强托育
机构安全监管和监督检查，提升数字化

托育服务水平，强化托育机构服务能力
建设，支持医疗机构和公共卫生机构加
强对托育机构的指导培训等。

中央财政资金使用正面清单包
括：用于支持盘活利用现有场地、给予
激励性奖补、培训从业人员、开展技术
指导、提升数字化服务水平、配备安防
设施、减免租金等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相
关支出。负面清单包括：不得用于向家
庭和个人直接发放育儿补贴，不得用于
向托育机构直接发放托位建设补助、运
营补助，不得用于偿还托育机构举办人
或单位相关债务，不得用于人员劳务、
工资、福利、津补贴等费用发放等。

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
示范项目开始申报

认识
食源性寄生虫病

近日，上海自然博物馆举办
“舌尖上的寄生虫”科普展，提高
公 众 对 食 源 性 寄 生 虫 病 的 认
识。图为参观的孩子们在互动区
走迷宫，通过游戏了解食源性寄
生虫病。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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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等部门日前印发《积
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方案》，
明确要积极稳妥、因地制宜发展
老年助餐服务。近日，记者采访
北京市、山东省济南市和福建省
宁德市的多家老年助餐点，了解
城乡实现老有所养、食有所依的
创新路径。

相关报道见今日第4版——

守护
“舌尖上的幸福晚年”

中艾协成立30周年
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张磊）今年12月
1日是第36个“世界艾滋病日”。11
月28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在
京举行2023年世界艾滋病日主题宣
传暨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成立
30周年座谈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
主任、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局长王贺
胜，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
珍，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代表莫易睿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郝
阳表示，30年来，协会按照业务主管
部门和登记管理部门要求，紧紧围绕
国家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大局，根据
防治工作需要，各项工作与时俱进，业
务领域不断拓宽，内容不断深化，效果
不断显现，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政
府和专业机构在艾滋病性病防治领域
的得力助手，在动员、引导、培育和支
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艾滋病性病防治
工作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据介绍，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艾滋病防治取得显著成效。艾滋
病经输血和血制品传播已基本阻断，
经注射毒品传播和母婴传播得到有效
控制，抗病毒治疗覆盖比例达90%以
上，治疗成功率达到95%以上，重点
地区防治取得重大进展，社会歧视进
一步减轻，全国整体疫情仍处于低流
行水平。本报讯 （特约记者陆继才 通

讯员陈鑫龙）云南省卫生健康委近日
印发通知，要求推进职业卫生分类监
督执法试点工作，切实保障劳动者职业
健康权益，推动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工作
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
试点将昆明市五华区、东川区和红河
州开远市3个区（市）的697家接触职
业危害的用人单位纳入分类管理。

该省要求，根据职业病危害风险
和职业卫生管理状况分级结果综合评
估，将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
类别分为甲类、乙类、丙类。卫生监督
机构根据职业病危害综合风险类别，
开展差异化监督执法：对丙类用人单
位实行严格监管，有针对性地提高抽
查比例频次，实施现场检查；对乙类用
人单位，按常规比例频次开展抽查；对

甲类用人单位，合理降低抽查比例频
次，实现“无事不扰”。

该省要求，对监督执法过程中发
现的严重危害劳动者生命健康安全的
违法行为，依法严肃处理，探索联合惩
戒机制。同时，该省倡导“包容审慎监
管”新理念，制定出台《云南省卫生健
康监督执法减免责清单（试行）》，将柔
性执法融入执法全过程，减少执法对
立、杜绝生硬执法，实现放管结合、宽
严有度；持续优化完善失信主体信用
修复机制，对已经履行法定义务、作出
守信承诺并主动提出信用修复申请的
当事人，依据规定的程序、条件实施信
用修复。

云南试点职业卫生分类监督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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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宋庆龄儿科医学奖
申报推荐工作启动

本报讯 （记者刘立夏）第十三届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申报推荐工作已于
日前启动，将于今年12月30日截止。

宋庆龄儿科医学奖评选由国家卫
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和中华医学会共同主办，首都儿
科研究所承办。该奖项自2005年设
立以来，已组织十二届评奖活动，为展
示儿科优秀科研成果、促进科技交流
搭建了重要平台，有力推动了我国儿
科医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据了解，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申报
主要面向各地医疗卫生机构、高等院
校及科研院所。为了使宋庆龄儿科医
学奖在新时代更好地发挥作用，今年，
主办单位对奖项设置进行了调整，将
既往的“医学奖”调整为“成果奖”，并
增设“贡献奖”。“成果奖”旨在奖励在
儿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
领域的高水平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贡
献奖”旨在奖励为儿科医学事业作出
突出贡献的个人和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