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中国·行走湖北①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

HEALTH NEWS

2023年12月19日 星期二
农历癸卯年 十一月初七

第12180期 今日8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010

邮发代号 1-20

http://www.jkb.com.cn

□本报记者 王潇雨 王朝君
吴少杰

特约记者 萧济康 黄征宇
张翼飞 高琛琛

通讯员 罗磊

打造数字化医疗服务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门
诊药房的窗口前，患者李女士用手机
缴费后，她的处方信息就被传送到药
房。全自动机械手臂接到指令后，精
准找到药品，并通过传送带把药品送
至窗口，药师只需扫描就诊条码，通过
人工智能视觉系统核对处方信息，即
完成发药。李女士到窗口取药，这个
过程大约10秒。

“这是湖北省首个‘库发一体’智
慧药房，配备了盒装药品智能快发机、
全自动口服药品单剂量分包机、静脉

用药调配一体机和成品输液分拣机。
药品从入库、出库到传送、配发给患
者，全程实现无纸化、自动化。”武汉市
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药学部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近几年，医院以建设智慧医
院为突破口，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与医疗服务全过程
深度融合，探索建设智慧药房、智慧物
流、智慧病房等。

在该院心血管内科的智慧病房
内，患者如需帮助，可随时点一下床
头的智能屏，呼叫护士站。通过这套
智能床旁交互系统，患者不仅能与
医护人员通过音视频互动，还可享
受健康宣教、费用查询、订营养餐等
服务。

病区护士向记者介绍，打点滴时
不用盯着看，时间到了，智能输液监
测系统会实时发出提醒；无线体温采
集系统取代人工转抄，自动上传患者
体温数据；物联网智能感知系统自动
监测环境温度、湿度，医护人员可根
据患者需要随时调整；给老年人群配

备防走失腕带，当老年患者走出病区
大门时，腕带会向护士站发出告警
信息……

数字化元素也融入武汉市中心医
院杨春湖院区的物流和医院管理中。
据了解，杨春湖院区安装了箱式物流
和气动物流系统，串联起病房、手术
室、医技科室、餐厅、库房等区域，实现
无人配送。

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杨春湖院区数
字化运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数
字视觉化可以直观掌握医院运行动
态，从而辅助实现绿色、低碳、节能的
目标。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武汉市加强规划和信息化建设，加
快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武汉）建
设，应用全民健康信息市区一体化平
台和公共卫生云等五大系统，推进电
子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三位一
体”智慧医院建设，优化“互联网+”便
民惠民服务，打造全市“互联网+医
院”共享服务平台，高水平提升卫生健

康保障能力。

深化妇幼健康服务内涵

在高品质优化全生命周期服务方
面，武汉市积极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推
进配套支持政策实施；深化妇幼健康
服务内涵，加强儿童健康管理。

宝宝小火车、便利店、在“阳光音
乐台”弹琴的网红小熊……武汉儿童
医院的门诊大厅处处体现着“患者友
好”的设计理念。傍晚时分，仍陆续有
患儿家属在该院的“一站式服务中心”
办理业务。

武汉儿童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花
芸介绍，2021年，该院将行政职能科
室对外服务项目前移，将“一站式服
务中心”开在门诊，复印病历、政策咨
询、报销等以前需要在行政职能科室
办理的事项可在“一站式服务中心”
集中办理。

（下转第3版）

武汉：技术赋能，诊疗体验再升级

有人说，武汉这座城
市的性格是火爆的，以热
干面为代表的“过早”文化
开启人们活力满满的一
天。也有人说，武汉的个
性是温婉的，可登高远眺
的黄鹤楼、绵延的长江承
载着厚重的历史。这里九
省通衢，生活的烟火气升
腾，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
新变化不断涌现。

近日，本报“行走健康
中国”报道组来到湖北省
武汉市公立医院实地调研
采访，感受到当地医院在
拓展应用信息技术、增强
临床专科能力、改善医疗
服务方面所作的努力。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民
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2年度国
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公报》显示，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达28004万人，占总人口
的19.8%；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口达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
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
（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达21.8%。

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强化。《公
报》显示，2022年，年内在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接受健康管理的65岁及以上
老年人数达12708.3万人。90%以上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可

提供12周的长期处方服务。374.5万
名60岁及以上残疾老年人获得基本
康复服务。全国共有国家老年医学中
心1个、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6个，设有老年医学科的二级及
以上综合性医院达5909个，69.3%的
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设有老年
医学科，建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综
合性医院为8627个、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19494个，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医
疗卫生机构为4259个。

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公
报》显示，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
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8.7万个，养老
床位合计829.4万张。其中，注册登

记的养老机构有4.1万个，比上年增
长1.6%；床位达518.3万张，比上年增
长2.9%。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有34.7万个，床位达311.1万张。城
市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有11.5
万个，农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
有23.2万个。

医养结合深入发展。《公报》显
示，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开展医养结
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医养
结合人才能力提升培训项目，培训医
养结合从业人员近3万名；开展医养
结合示范省（区、市）、示范县（市、区）
和示范机构创建活动，组织开展第一
批示范县（市、区）和示范机构创建工

作，总结评估90个国家级医养结合
试点单位工作；开展老龄健康医养
结合远程协同服务试点；推动新增
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医养照护与
管理专业。截至2022 年年底，全国
共有两证齐全（具备医疗卫生机构
资质，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的医养
结 合 机 构 6986 家 ，比 上 年 增 长
7.6%；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机
构建立签约合作关系8.4万对，比上
年增长6.7%。

《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发布
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2.8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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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周翔 通讯
员朱雅丽）近日，江西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
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提出，到2025年，建成一
批县域医疗服务次中心和基层特色
科室，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发挥；
乡村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对处置能力不断增强；乡村医疗卫
生人才队伍发展壮大，人员素质和结
构明显优化；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运行
机制进一步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基本
健全。

《实施意见》明确，优化县域内医
疗卫生资源配置。合理配置乡村两级
医疗卫生资源，重点遴选1～2个具有
一定辐射和带动作用的乡镇卫生院作
为县域医疗服务次中心；健全以县级
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枢纽、村卫
生室为基础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到2025年，基本实现卒中中心、胸
痛中心、创伤急救中心县域全覆盖，全
省建成800个基层特色科室。积极推
进医疗责任险全省统保改革试点。坚

持中西医并重，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扩大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
服务供给。加强乡村疾病预防控制
能力建设。加强县域卫生健康信息
化建设。

《实施意见》要求，壮大乡村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健全引才育才机制，
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
模，落实县乡医疗卫生机构公开招聘
倾斜政策；推动乡镇卫生院人员县管
乡用、村医乡聘村用，建立健全人才双
向流动机制；提升乡村医疗卫生人员
待遇水平；盘活用好县域编制资源，每
5年动态调整乡镇卫生院人员编制总
量；统筹解决乡村医生养老和医疗保
障问题。

《实施意见》强调，健全乡村医疗
卫生体系运行机制。建立健全紧密型
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机制，开展县域
综合医改建设项目；落实市县两级党
委和政府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主
体责任；建立健全城市三级医院包
县、二级医院包乡、乡镇卫生院包村
工作机制。

江西

定出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发展目标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静）福建省
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福建省出生缺
陷 防 治 能 力 提 升 计 划 实 施 方 案
（2023—2027 年）》。《实施方案》提
出，到2027年，三级预防措施覆盖率
进一步提高，产前筛查率达到90%，
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先天性心脏
病筛查率达到98%；一批重大出生缺
陷得到进一步控制，全省出生缺陷导
致的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
率分别降至1.0‰、1.1‰以下。

为实现上述目标，《实施方案》明
确了10项重点任务：广泛开展健康教
育宣传，完善出生缺陷服务网络，规范
开展产前筛查诊断服务，加强婚孕前
保健服务，聚焦重点疾病防治，提升质
量控制管理水平，推动实施防治一体
化连续性服务，加强专业队伍建设，运
用信息技术赋能服务，加强科技创新
研究工作。

《实施方案》要求，针对新生儿遗
传代谢性疾病、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

听力障碍、唐氏综合征、地中海贫血
等疾病，不断健全筛查、诊断、治疗连
续服务链条，推动早筛、早诊、早治；
加强影像学诊断、遗传咨询和专科评
估，推进多学科诊疗协作，推行筛查、
诊断、治疗一体化及产前产后一体化
管理服务；对高风险夫妇提供遗传咨
询与检测和产前诊断，加强出生后治
疗干预。

《实施方案》强调，完善省、市两
级妇幼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实现妇幼
健康服务全流程动态监管。充分利
用“云上妇幼”等远程医疗平台，开展
远程培训指导、会诊和线上转诊等。
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5G技术在
辅助出生缺陷疾病临床筛查诊断、数
据管理和质量控制、远程医疗等方面
的创新和规范应用。开展出生缺陷
防治人才培训项目专项培训，加强医
学影像、检验、医学遗传、外科手术、
介入治疗和康复训练等专业人员能
力建设。

福建

实施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

近日，江西省儿童医院门诊第二党支部党员在南昌市南昌县一家
幼儿园，为幼儿进行视力筛查和眼底检查。同时，进行科普宣教，让幼
儿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特约记者魏美娟 通讯员黄燕摄影报道

保护视力 从小开始

北京协和医院
帮扶漳州市医院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雅 黄才
耀）近日，北京协和医院帮扶指导漳
州市医院签约仪式，以及“北京协和
医院—漳州市医院海峡远程医疗中
心”揭牌仪式在福建省漳州市举行。
福建省政协主席滕佳材、福建省副省
长常斌、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等
出席仪式。

滕佳材表示，此次北京协和医院
与漳州市医院签约合作，有利于构建
起“协和一漳州”跨区域医疗协同发展
新机制，为推进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
范区建设贡献健康力量。

张抒扬介绍，此次帮扶合作，北京
协和医院将以“协和标准”“协和品质”
确保各项合作事宜落地落实，通过共
建海峡远程医疗协作中心、公立医院
党建文化示范中心，指导省级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重点输出标准、规范和技
术，以点带面推动漳州市医疗卫生服
务水平整体提升。

河南建设
53家市县级癌症中心

本报讯 （特约记者庞红卫 通
讯员陈玉博）日前，河南省癌症防治体
系建设工作会议暨第二批市县级癌症
中心建设评审会在郑州市举行。经过
前期考察、现场答辩评审，36家医疗
机构入选河南省市级、县级癌症中心
建设单位。截至目前，该省已有130
家市、县级医疗机构提交癌症中心建
设方案，53家医疗机构获批市级、县
级癌症中心建设单位。

据了解，2021年，河南省卫生健
康委印发《河南省癌症防治体系建设
管理方案》和《河南省市级和县级癌症
中心建设工作方案》，依托河南省癌症
中心/河南省肿瘤医院，分批推进市
级、县级癌症中心建设。

“通过癌症防治体系建设，推动了
癌症综合防治，有效降低了癌症发病
率与死亡率，不同医疗机构之间也形
成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实现资
源互补、协同发展的目标，方便了癌症
患者就医。”河南省癌症中心党委书记
伊文刚说，“下一步，河南将强化对各
级癌症中心的动态管理，加快推进市
级、县级癌症中心遴选设置，力争于
2024年年底实现全省市级、县级癌症
中心全覆盖。”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 国
务院总理李强 12月 18 日主持召开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加快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进展的汇报，
讨论通过《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审议
通过《煤矿安全生产条例（草案）》等
法规。

会议指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
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
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体谋划
疾控事业发展、系统重塑疾控体系、全
面提升疾控能力，更好发挥疾控事业
在国家整体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要健
全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加强传染病监
测预警、应急处置、救治等能力建设，
健全分级分层分流救治机制，毫不放
松抓好当前传染病防控工作。

会议指出，最近全国多地出现强

雨雪强寒潮天气，对群众生产生活带
来较大影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防范应对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时时放心不
下”的责任感抓好防范应对处置，切实
加强气象信息监测研判，深入排查整
治交通、能源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做
好能源保障和保暖保供，加强重要民
生商品保供稳价，确保人民群众温暖
过冬、安全过冬。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
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