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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地方两会健康热词

“儿科和精神卫生”
热度空前

2025年全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
将2025—2027年确定为“儿科和精
神卫生服务年”。在多地2025年政府
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中，“儿科”“精神
卫生”“心理健康”等关键词热度空前。

北京市计划加强儿科、精神心理
科等专科建设；贵州省提出加快补齐
儿科、精神卫生科等短板；青海省明确
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提供儿科服
务，每个市（州）至少有一家医院提供
心理门诊、睡眠门诊服务。

在心理健康服务方面，很多地方
将目光投向学生群体。河北、山东、黑
龙江、安徽等省份，将关注和加强学生
心理健康列入2025年工作安排。江
苏省计划新增200个标准化初中学校
心理辅导室，加强心理健康教师高水
平配备；四川省支持各县（市、区）建设
区域性学生心理辅导中心；云南省实
施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专项行动和青
少年心理健康“护蕾”行动，计划服务
学生和青少年不少于100万人次。

广东省强化“家校社”协同育人，
提出要升级建设青少年心理健康公益
服 务 体 系 ，通 过 线 上 升 级 建 设

“12355”热线、小程序，线下联动服务
阵地，向青少年免费提供心理疏导、心
理咨询等服务；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
师队伍建设，开展心理健康教师培训
超2.6万人次；组织开展超5000场次
专题教育、家长课堂等活动，提高学生
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素养。

2024年，重庆市建成4030个中
小学心理辅导室，“童心相伴”心理健
康关爱服务项目惠及16万名儿童。
在此基础上，该市将“为200万中小学
生开展心理健康测评”列入2025年民
生实事。

“以基层为重点”
打出组合拳

以基层为重点推进城乡融合和区
域均衡发展，积极谋划推进医疗卫生
强基工程，是2025年全国卫生健康工
作会议部署的重要内容。各地着眼长
远、立足当下，力争将强基工程的“施
工图”转化为人民健康的“实景图”。

聚焦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黑
龙江省提出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中
心药房，完善县域医共体内药品供应
保障联动管理机制，实行药品目录、集
中采购、分拨配送、储备调拨、药事服
务、药款结算“六统一”管理模式；全省
67个县（市）全部依托县域医共体建
立中心药房，推进基层用药一体管理、
按需配备，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宁夏回族自治区提出推进城市医疗健
康集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升级，县级
综合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00%
达到国家标准。浙江省提出持续提升
县级医院综合实力，增强山区海岛县
县级医院技术能力，完善乡村医疗卫
生体系，推动县域医共体向健康共同
体转型。江西省提出90%的县达到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标准，90%以上的
村（社区）配备家庭健康指导员，每千
人口护士数力争达到4.3人；各紧密
型医联体医疗机构间实现全部检查检
验结果互认，各市域内医疗机构间互
认项目超过200项。

围绕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均衡
布局，北京市启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朝阳院区等
老院区病房改造提升，加快建设国家
医学中心和首都公共卫生中心，推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亦庄
院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
院亦庄院区三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房山院区等项目建设。天津市提

出加快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
院天津医院二期、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静海院区等建设，建成天
津市环湖医院天塔院区、天津市南开
医院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心。广东省统
筹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支持省医学科学院、
深圳医学科学院等建设。

在我国西南部，贵州省将推动北
京协和医院贵州医院一期建成开诊、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帮扶遵义合作协议
加快落地，支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与
省外高水平医院开展帮扶共建。在北
部边疆，内蒙古自治区努力建设好北
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内蒙古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内蒙古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内蒙古医院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在东部沿海，山东省全力支持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山东省立医院等创建国
家医学中心，发挥9个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服务功能，推动济南国际医学中
心建设，争创12个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项目。

听民声，察民情，解民忧。2025
年，多地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增
效”融入民生实事，让基层百姓可感可
及。浙江省计划使自动体外除颤器配
置数量达到每10万人45台；为山区
海岛居民提供“固定+流动”巡回诊疗
服务。广东省将聘请200名具有副高
级以上职称的医疗专家到县级公立医
院工作，支持47家升级建设的中心卫
生院聘任100名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的退休医生担任首席专家，推动三甲
医院选派超500名专家到县级医院开
展技术帮扶。江苏省将新建6家县级
妇幼保健院，实现50万人口以上县
（市、区）全覆盖；新增80家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五级中医馆，
满足基层群众中医药需求；新增50个
基层慢病筛防中心，推进高血压、糖尿
病等慢性病防治工作关口前移；新增
35个院前急救站（点），提升急救转运
服务能力。

关爱“一老一小”
底色鲜明

放眼全龄段卫生健康服务，各地
对“一老一小”尤为关切。发展社区嵌
入式养老，开展适老化改造，扩大普惠
托育覆盖面，优化生育津贴制度……
各地积极构建“老有颐养、幼有善育”
服务体系，让“朝夕美好”触手可及。

守护“夕阳”，多元化养老方式为
城乡群众提供更多选择。北京市健全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计划在“老老
人”数量较多的区域新建养老服务中
心，在农村新建邻里互助养老服务点。
重庆市增加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医养
结合服务功能，引导符合条件的公立医
院转型为老年医院。广东省计划为超
2.5万名65岁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免费
提供健康管理、康复护理服务及指导、
心理支持和能力综合评估等上门服
务。江西省计划建设改造90家区域性
中心敬老院，推动乡镇敬老院转型升
级，建设300家“一老一小幸福院”。

更多老年友好举措“在路上”。江
苏省不断完善“苏适养老”服务体系，
推动县（市、区）建设适老生活体验中
心；计划改造提升70个以上江苏高校

“银龄学习中心”，举办1600期学习项
目。辽宁省将启动实施基本医疗保险
省级统筹，加快完善多层次、多支柱养
老保险体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推动建
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开展经济困难
老年人集中照护服务，向特殊老年群
体发放服务和护理“两项补贴”。

托起“朝阳”，生育友好型社会建
设举措更加务实。针对“小小孩”多元
化托育需求，北京市计划通过幼儿园
办托、专业机构托育、社区嵌入式托
育、单位办托等，提供全日托、半日托、
计时托、临时托服务；继续免费为普惠
托育机构提供安全运营保险。西藏自
治区推动城镇、农牧区托育托幼一体
化发展。云南省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
能，完善生育休假制度，落实生育补贴
政策，全面实施新生儿“出生即参保、
出院即报销”。重庆市将适宜的辅助
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做
好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人员生育医
疗费用待遇保障，稳妥推进生育津贴
即申即享。广东省计划为超61万名
孕妇免费提供地中海贫血、唐氏综合
征，以及严重致死、致残结构畸形的产
前筛查，为超73万名新生儿免费提供
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蚕豆病、苯
丙酮尿症等筛查。

福建省提出组织实施新一轮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健全常住地提供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让农业转移人
口同等享受良好的医疗、普惠的养老

托育，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下、过得好。

中医药传承创新
其兴可待

2025年，中医药在传承创新发展
中焕发生机。上海市启动实施新一轮
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行动；重庆市深
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八大工程，建
设中医特色诊疗中心和中医优势专科
集群，推进重庆中药城项目，打造国家
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湖北省推进黄
冈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验区建
设；陕西省实施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示范试点；福建省推动中西医协
同“旗舰”医院试点、国家中医药传承
创新中心和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等
项目建设；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国家
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力争宁夏枸杞
成为国家重点支持中药产业；陕西、山
西、辽宁三省均提出推进中医药强省
建设。

中医药“出海”步伐提速。天津市
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加强中医
药等国际合作。安徽省推动亳州中药
材市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致
力提升“世界中医药之都”的产业竞争
力和品牌影响力。福建省深化中医药
产学研用国际交流合作，支持中医药

“走出去”。甘肃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加强国家中医药特色服务出口基
地建设，支持“一带一路”高校联盟、岐
黄中医学院建设。

在多地的2025年规划中，中医药
发展有了明晰目标和路线图。甘肃省
提出做大做强新兴产业，促进生物医
药产业创新发展，中医药全产业链规
模突破1000亿元；立足更高水平健康
甘肃，打造1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
院、4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贵州省
深入实施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攻坚
行动，培育一批药食同源产品；坚持中
西医并重，在中西医结合领域建设全
省重点实验室，提高中医药现代化、产
业化水平。海南省开展中医优势专科
集群建设，支持本土黎苗医药发展。
河南省推进53个国家中医优势专科
和7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内蒙
古自治区促进中蒙医药创新发展，建
设更多便民中医馆、蒙医馆。西藏自
治区扎实推进自治区藏医院改造提升
工程、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西藏医
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项目；支持藏
医药科研平台建设，推进“医教研产”
协同发展和藏医药标准制定。云南省
实施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努力培育一流现代产业；打造“云
岭名方”，新增遴选20项中医药适宜
技术并推广使用。

山东省将“开展儿童青少年脊柱
侧弯中医药干预省级试点”纳入20项
重点民生实事，提出健全儿童青少年
脊柱侧弯省、市、县三级中医药干预服
务网络，制定脊柱侧弯中医药综合防
控技术方案。

“健康+科创”
动能强劲

2024年，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卫生
健康行业深度融合。2025年，培育医
疗、医药新质生产力将成为健康中国
建设发展的强劲引擎。

北京市实施“人工智能+”行动计
划，鼓励医疗、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开
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大力推进生物医
药等九大专项攻关行动，实施新一轮
医药健康行动计划，打造国际医药创
新公园。上海市围绕细胞基因治疗、
脑机接口等战略前沿领域，强化前瞻
性、战略性、系统性、带动性研究布局；
全链条加速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加
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建设。

科技创新不仅重构医疗服务模
式，也催生万亿级健康产业蓝海，成为
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引擎。河南省
支持省医学科学院、中原医学科学城、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融合发展，联动建
设省中医药科学院、省预防医学科学
院，加快中原细胞和基因治疗等特色
专业园区建设。重庆市加快建设重庆
国际生物城创新药产业生态圈，打造
全国智慧医疗装备产业高地。广东省
实施“百链韧性提升”专项行动，发展
壮大医疗装备、精密仪器等产业，打造
全国高端装备制造重要基地。

一些省份因地制宜抢抓新赛道，
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内蒙古自治区
聚焦生物医药和生物发酵两大领域，
加快呼和浩特等地区原料药和化学药
发展，推动原料药向高品质成品药和
制剂转变，打造饮片、制剂、配方颗粒
特色中蒙药产业链。青海省培育发展

现代高原生物医药、生命健康等大健
康产业。吉林省拓展“冰雪避暑+中
医中药”康养模式。山东省培育10个
左右的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加快发
展海洋生物医药等高成长性产业。海
南省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促进
境外消费回流，支持打造乐城“医疗旅
游之都”，培育特色消费文化；海南博
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计划新引
进特许药械产品40种，接待医疗旅游
50万人次；推动细胞治疗等生物医学
新技术落地；制定外商独资医院配套
政策，加快引进优质外资医院；新建和
提升离岸贸易信用监管、信用就医等

特色应用场景40个以上。
卫生健康服务体系的优化升级驱

动经济增长。多地拿出一系列惠民生
的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扩大养
老、托育等服务消费”“积极发展健康
经济、银发经济”等提法，出现在多地
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时，提高城乡居
民基础养老金和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进一步为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提
升其消费能力、意愿和层级，也成为许
多地方政府2025年工作的重点。健
康消费升级与民生投资扩容的双向发
力，正在使健康产业成为拉动内需、稳
定就业的重要增长极。

写好民生答卷 绘就健康蓝图

2025年2月20日，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卫生健康局联合县妇幼保健计生服务中心、县人民医院到该县
西平镇庞庄村开展“弘扬雷锋精神 关爱妇女健康”义诊活动。 刘道伦摄

2024 年 9 月 14 日，河南
省洛阳市栾川县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
主任医师郭红军（右三）在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中为
当地患者进行手术。

特约记者周厚亮
通讯员苏安宁

摄影报道

2025 年 2 月 12
日，江苏省无锡市锡
山区厚桥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医
师走进厚桥大诚幼儿
园，举办“中医进校
园 健康共守护”主题
讲座。图为中医师讲
解小儿推拿知识并演
示操作手法，指导家
长实操练习。
通讯员邹芸 崔寿伟

特约记者程守勤
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杨世嘉 张可心

2025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
即。肩负着人民的期望与重
托，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委员
将共赴这场春天的盛会，共商
国是、共谋发展。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是全国两会不变的底色，也
是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核心指
向标。

加强儿科和精神卫生专科
建设，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增
进“一老一小”健康福祉……在
2025年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
卫生健康领域的件件实事锚定
人民健康所需。各地同题共
答、同向发力，绘就充满希望的
健康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