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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覃素媛 通
讯员蒙强）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
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杜振宗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委将发挥“南宁渠
道”作用，在既往卫生健康领域良好合
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和
特色资源优势，不断深化与越南及东
盟其他各国在传染病防控、医疗科研、
传统医学、卫生保健、妇幼健康、边境
地区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卫
生健康国际合作迈上新台阶。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

对外交流处处长黄文新介绍，自
2016年以来，在中国—东盟博览会
框架下，广西已成功举办4届中国—
东盟卫生合作论坛，为中国与东盟
国家对接卫生政策、开展务实合作
提供了重要平台。2019 年 5月，国
际医学创新合作论坛（中国—上海
合作组织）在广西防城港市成功举
办，开启了广西卫生健康开放合作
的新征程。

广西实施的澜沧江—湄公河跨
境传染病联防联控项目，在新冠疫情

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用
这一联防联控机制，广西与东盟国家
开展抗疫国际合作，加强边境疫情联
防联控，最大限度降低疫情跨境传播
风险；向柬埔寨派遣的抗疫医疗专家
组，成为我国向东盟国家派出的首支
抗疫医疗专家组。

广西分别与亚洲防盲基金会、共
享基金会等在香港注册的非政府组
织合作，派出22批次眼科医疗队，在
柬埔寨、老挝开展消除白内障致盲行
动，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超过11000

例，并为当地培养眼科医务人员。其
中，广西参与的“中国香港共享基金
会在东南亚及非洲五国推动消除白
内障致盲项目”，被列入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民心相通专
题论坛成果清单，被誉为“小而美”民
生项目。

杜振宗表示，广西将充分利用中
国—东盟卫生合作论坛、防城港国际
医学开放试验区等国家级平台，与包
括越南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加强
政策对话，对接卫生发展战略，推动

在卫生健康领域取得更多务实合作
成果；充分发挥中国广西与越南边境
四省党委书记新春会晤暨联工委会
晤机制引领作用，推动双方交流合作
走深走实；加强地方和机构间交流合
作，开展跨境疫情信息共享和联防联
控合作，开展卫生应急联合演练和跨
境医疗合作，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建
设；深入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继
续与共享基金会一道，持续创新实施
更多医疗援助项目，促进“一带一路”
民心相通。

广西：“南宁渠道”拓展卫生健康国际合作

□首席记者 姚常房
本报记者 孙伟 阎红

闫龑 刘嵌玥

在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
均衡布局，推动医疗卫生健康事业高
质量发展中，辽宁省沈阳市从市属医
疗资源层面入手，下沉资源、做大优质
服务蛋糕，以期解决优质医疗资源分
布不均衡、高水平医疗服务供给差异

大等问题。近日，健康报“行走健康中
国”报道组走进沈阳市，实地观察当地
的改革与探索。

“让长板更长，并逐
步补齐短板”

上有国家级、省级大医院，下有县
级医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省会城

市的市属医院处于中间位置，被不少
人称为“夹心层”医院。在沈阳市，情
况亦是如此。沈阳市仅三级医院就有
56家，在国家级、省级大医院众多的
沈阳市，市属三级医院要想脱颖而出，
不容易。

“打造医院的优势专科有利于形
成自家医院的核心优势，一定要明确
医院的哪一个科室，甚至是哪一个病
种更适合做优势专科。”沈阳市骨科
医院党委书记宋平对医院的长板与

短板看得清楚，尽力在差异化上做
文章。

该院将创伤骨科、小儿骨科、运动
医学等定位为优势专科，除了强化硬
实力和内涵建设外，也通过专科联盟、
以院包科等形式扩大辐射面。这样既
可以保持医院优势专科的学术地位和
影响力，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床
位紧张的实际困难。

沈阳市卫生健康委主任梁宏军
介绍，沈阳市从全市层面对各家市

级医院定位进行整体布局，“让长板
更长，并逐步补齐短板”。基于各家
医院发展基础和现状，沈阳市统筹谋
划市属医院战略定位：大型综合医院
继续担当市属医院的排头兵，在医院
管理和内涵建设上，全面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特色专科医院则在发挥优势
的基础上突破瓶颈；对于部分边建设
边发展的医院，从学科建设、医疗质
量、服务水平、运营成本和管理效能
上实施精细化管理，以进入良性发展
轨道。

沈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是以肿瘤防
治为特色的三甲医院，近年来在“长
板”上花了不少心思。比如，医院以胃
肠镜早癌精查及镜下治疗为方向，以

“互联网+医疗”为依托，打造“网红”
医生，将内镜诊疗中心打造为特色品
牌，实行“无痛清醒胃肠镜+人工智能
诊疗”模式。

（下转第3版）

沈阳：市属医疗资源有位更有为

本报讯 （记者崔芳）拥有“中药
之库”美誉的四川省，近年来多部门
合力、全产业链发力推进“川药”发
展，年综合产值已突破 1200 亿元。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四川省成
都市举行四川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示范区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上
述信息。

在发布会上，四川省推进国家中
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和中医药强省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政府副秘
书长葛晓鹏介绍，自2021年 12月获
批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以

来，四川省坚持积厚成势，省委省政府
将中医药产业纳入“六大优势产业提
质倍增计划”万亿级医药健康产业进
行部署。目前，四川省已建成一批国
家中药种质资源库、种子种苗繁育基
地、标准化种植基地，全省中药材种植
面积达850万亩；与国企合作成立中
医药大健康投资平台，打造中药材产
业化联合体 16个，年主营业务收入
558.4亿元；推动“产学研用资”相结
合，重点开展川产道地药材大品种关
键技术攻关；创新中医药“健康+旅
游”，培育出一批“本草四川·康养天

府”品牌产品，并开发“川药”牙膏等系
列健康衍生品。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局长田兴军表示，四川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中医药产业发展，出台系列政
策措施，在产业链发展路径上不断

“补链、延链、强链”，聚合资源要素。
在机制建设方面，该省设立中医药产
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 17个中医药
产业示范市、县建设，对每个省级中
药材现代农业园区给予1000万元奖
励；首批设立中医药研发风险分担基
金 3000 万元，激发企业创新热情。

在品质提升方面，该省实施川产道地
药材全产业链管理规范及质量标准
提升示范工程，成立省级中医药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发布 29项中医药地
方标准，完成省级溯源平台和中药材
溯源试点县溯源体系建设，涉及中药
材品种 84种。在集群发展方面，该
省成立扶持工作专班，打造龙头企业
和拳头产品；实施产业集聚融合发展
行动，打造了一批优势互补、错位发
展、各具特色的中医药产业园区，其
中，天府中药城2022年实现全产业链
营收240亿元。

“川药”年综合产值破1200亿元

健康中国·行走辽宁③

50辆“母亲健康快车”
在京发车

本报讯 （记者赵星月）近日，中
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建设银行在
京举行2023年度建行“母亲健康快
车”捐赠暨发车仪式。中国建设银行
捐赠的50辆“母亲健康快车”将启程
奔赴贵州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17个省份，为妇
女儿童提供健康服务。全国妇联党
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
晓薇出席活动并下达发车令。黄晓
薇指出，全国妇联要携手爱心企业，
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为偏远地区妇女儿童和家庭送健
康、送服务，共同为妇女儿童健康事业
作出积极贡献。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宋莉表示，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车辆接收地妇
联要以实施项目为抓手，用心用情向
广大妇女和家庭送去党的温暖关怀、
送去健康知识和贴心服务。中国建设
银行副行长李民出席活动并致辞。

据介绍，“母亲健康快车”公益项
目实施20年来，向全国30个省份捐
赠车辆 3100 多辆，受益人次超过
8200万。自2011年起，中国建设银
行已向“母亲健康快车”项目累计捐赠
7700多万元，为 24个省份捐赠 512
辆“母亲健康快车”。

重庆构建“134+N”
数字健康体系

本报讯 （特约记者肖华 通讯
员杨莉）日前，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印
发《重庆市数字健康建设实施方案
（2023—2027年）》，提出构建“134+
N”数字健康体系架构，全面构建信
息互联互通、业务协同联动、监管服
务智能高效的市域数字健康行业治理
新体系。

据悉，“1”是依托数字重庆一体
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统一的

“数字健康大脑”。依托“数字健康大
脑”，建设云网管理、数据交换、智能
组件、决策支持、医学知识、标准服务
六大能力中枢，完善健康医疗大数据
资源体系，集成整合卫生健康数智能
力，实现数字健康资源“一本账”管
理，强化应用创新“一体化”支撑。“3”
是对接融入数字重庆三级数字化城
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打造数字健康

“统筹监管—运营管理—服务响应”
三层监管服务体系。“4”是在全量业
务梳理基础上，整合形成“全域公共
卫生智治”“智慧整合医疗服务”“健
康数据融合创新”“数字健康运行
监管”四大业务板块。“N”是聚焦核
心业务、重大改革，锚定“一件事”，
应用“V模型”，梳理“三张清单”，有
序打造和持续迭代丰富N个行业特色
应用。

河南订单定向
免费培养大学生村医

本报讯 （记者李季）日前，河南
省启动大学生村医订单定向免费培养
计划，将自2024年起，高招专科批次
每年单列招生500名大专层次大学生
乡村医生。招生面向河南全省，培养
方式为3年制普通专科，毕业后到村
卫生室服务6年（含2年的助理全科
医生培训）。

据介绍，河南省遴选在省内开设
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中医学的院校，承
担大学生村医免费培养工作，专业为
临床医学、中医学，按全科医学方向培
养。在校学习期间（包括实习阶段），
学生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并有生活
费补助。大学生村医参加助理全科医
生培训期间，享受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学员待遇，社会保险待遇由定向单位
落实。

该省规定，学生入学后，须与培养
学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县级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管理部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签署协议，承诺
毕业后到村卫生室服务6年。服务期
满、愿意留在基层工作且取得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的大学生村医，按照“乡
聘村用”有关规定，可继续留在村卫生
室，也可到乡镇卫生院工作。

甘肃试点中医优势病种
按疗效价值付费

本报讯 （特约记者王耀 马骞
雯）日前，甘肃省医保局、卫生健康委
印发《关于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
价值付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
积极推进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
费改革试点工作，在2024年至少将1
家三级医疗机构和1家二级医疗机构
纳入改革试点范围。

据悉，甘肃省遴选中医优势病种
并对照相应的西医诊断DRG病组/
DIP病种，开展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
价值付费改革。首批遴选确定按疗效
价值付费的中医优势病种10种，分别
对应医保2.0版西医疾病诊断70种；
其中，中医骨伤类33种、中医肛肠类
19种、中医其他类18种。

《通知》明确，该省各统筹区要将
中医优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纳入
DRG/DIP付费改革月度结算和年度
清算范围。对于中医药治疗未达到
疗效标准，需在本院转西医治疗的或
转其他医疗机构治疗的，退出中医优
势病种按疗效价值付费范围，按照现
行DRG/DIP 付费政策予以结算；对
出院后30天内因同一主诊断再次入
院治疗的病例，不再纳入中医优势病
种按疗效价值付费范围，按照现行
DRG/DIP 付费政策予以结算；对前
次已纳入中医优势病种疗效价值付费
的病例扣减前次医保基金；对存在特
殊情况的病例，允许医疗机构向同级
医保部门进行申诉，申诉成功的，医保
基金不做扣减。

体验年俗

近日，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实验
幼儿园开展游园活
动，师生一起体验
剪窗花、绘灯笼等
传统年俗。

通讯员谭云俸
本报记者郑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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