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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连日来，宝丰县卫生计生监督所对全县标准化卫生室、个体
诊所、学校、宾馆、酒店、美容美发等场所开展“拉网式”大排查，重
点加强对标准化卫生室及个体诊所的诊疗范围、医疗广告、医疗废
物处置等服务内容的管理。

王 平 兰子龙/摄

请扫码关注微信、微博

郑州：加速推进
“幼有所育”

本报记者 丁 玲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的落地实施，社会对托育
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幼托服务需求更加迫切。
为进一步健全托育服务体系，郑州市加速推进

“幼有所育”，要求到2025年，全市普惠托位数占
比将不低于90%。

普惠托育需求强烈
“我正在寻觅合适的托育机构，希望托育机

构价格低些，离家近点儿。”现实中，年轻的父母
迫切需要专业托育机构提供育儿服务，价格实
惠、离家近的专业托育机构更受青睐。

“2022年度，郑州市出生人口约9.6万人。目
前，全市共有各类托育服务机构514家，可提供托
位3万个。从调查结果来看，普惠托育需求强烈，
供需矛盾明显。”郑州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处
处长高坤华说。

搭建普惠托育发展体系
郑州市将普惠托育纳入“十四五”规划，明

确了大力构建公办机构为引领、公建民营和民
办公助为主体、多种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普惠
托育发展体系，以及“十四五”期间每千人口托
位数分阶段达到“2、4、6”个的“五年三跨越”的
建设目标。到 2025 年，全市普惠托位数占比将
不低于90%。

郑州市按照就近可行、普惠公平的原则，要
求每个县区按上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左右
来定普惠价，并对普惠托育机构进行财政补贴。

在科学育儿指导服务体系方面，郑州着力打
造托育中心，推进医疗机构办托育。高坤华说，在
总结郑州人民医院开办托育机构经验的基础上，
将该院的经验向全市医疗卫生系统推广，率先在
郑州市县两级的公立医疗机构开办托育机构，积
极打造市、县、乡三级联动的科学育儿指导体系。

同时，推进郑州市综合试验托育中心建设，项
目选址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东院区。项目建成
后，将全面提升郑州市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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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启动2023年
卫生监督“蓝盾护航行动”
本报讯（记者郭娅妮 通讯

员刘优优）近日，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启动 2023 年全省卫生监督“蓝
盾护航行动”，至今年 11 月，通过
开展医疗卫生、职业卫生、传染病
防治、公共场所、学校卫生监督检
查，严厉打击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
违法违规行为，推动各级各类机构
依法执业和主体责任落实，助力健
康河南建设。

在医疗卫生服务专项监督执
法方面，以加强健康体检机构、妇
幼保健机构、医疗美容机构、中医

诊所等监督检查为重点，严厉打击
非医师行医、非法医疗美容、非法
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非法使用
针刺、埋线、中医微创类技术及其
他具有创伤性、侵入性或者高危险
性技术方法的中医诊疗，以及出具
虚假健康体检报告等违法违规行
为；在传染病防治监督执法方面，
加强医疗机构落实传染病疫情报
告和预防接种管理措施主体责任，
严肃查处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
疫情，抗（抑）菌制剂消毒产品违法
添加等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在公共

卫生专项监督执法方面，对大型商
超、宾馆住宿、健身游泳、饮用水供
水单位等各类公共卫生管理相对
人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肃查
处；在职业卫生监督执法方面，强
化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主体责
任，规范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行为；
在学校卫生监督执法方面，以学
校、托幼机构、校外培训机构的采
光照明、学校饮用水及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情
况为重点，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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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常 娟）为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 大 精 神 ，聚 焦
群众就医过程中
的“ 关 键 小 事 ”，
推 出 更 多 惠 民
生 、暖 民 心 的 改
革举措，日前，河
南 省 委 改 革 办 、
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 、河 南 省 医 保
局（以 下 简 称 三
部 门）选 取 郑 州
市、许昌市、周口
市和河南省人民
医 院 、郑 州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
郑州大学第五附
属 医 院 、河 南 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作为省级
试点，开展“便民
就 医 少 跑 腿 ”七
大举措。

这 七 大 举 措
包括推行会诊转
诊 一 站 式 服 务 、
院内智能导航服
务 、门 诊 患 者 医
技检查 24 小时内
完 成 服 务 、院 内
智 能 导 航 服 务 、
医保电子凭证全
场 景 应 用 服 务 、
诊 间 支 付 服 务 、
病区结算服务和
病案复印线上线
下 一 体 化 服 务 。
就会诊转诊一站
式 服 务 ，三 部 门
提 出 ，畅 通 上 下
级医疗机构之间
双向转诊绿色通
道 ，开 展 院 内 多

学科诊疗模式，提供一站式会诊转诊服务。对急
危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要充分发挥医疗联
合体（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共体、专科联盟、远程
医疗协作网）协调联动的作用，及时采取线上或线
下的形式，请求上级医院组织专家会诊。对需要
上转的危急重症患者，首诊医院负责与上级医院
做好车辆、病区、床位等工作对接，协助患者办理
医保转诊手续，确保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针对病区结算、院内导航、病案复印等服务，三部
门提出探索实施电子化一日结算清单制，开展网
上查询及报销认证等服务，有条件的医院可推出
机器人服务，为患者提供多样化的导航方案，也可
以探索网上病案查询及报销认证服务等。

据了解，“便民就医少跑腿”七大举措采取试点
先行、整体推进的方式，以点带面提升医疗服务便
利度。除了省级试点，三部门还明确由各省辖市
选择 1 个~2 个县（市、区）和 1 家~2 家市级医疗机构
作为市级试点参与“便民就医少跑腿”七大举措。
按照要求，今年 6 月底前，试点单位要完成试点任
务。届时，三部门将对全省试点情况进行督察验
收和总结提升，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今年 12 月底前，全省县域医
共体牵头医院和三级公立医院将全面推开“便民
就医少跑腿”七大举措。

本报讯（记
者常俊伟 通讯
员张成刚）健康
素养达到 29%以
上，校地融合建
设卫生强市……
这是记者从日前
召 开 的 2023 年
新乡市卫生健康
工作会上获得的
消息。

2023 年 ，新
乡市卫生健康工
作要深入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
落实新时代卫生
健康工作方针，
以党的建设为引
领，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以
基层为重点，统
筹疫情防控与卫
生健康工作，实
施校地融合发展
策略，深入开展
健康新乡行动，
全面推进健康新
乡建设。

新乡市卫生
健康委提出十项
重点任务：一是
校地融合建设卫
生强市，二是市
县共进加快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
三是落实政策提
升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四是
深化医改高效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五是突出内涵创建优化健康环
境，六是紧盯重点人群加强健康服务，
七是医防融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八是
复兴传统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九是提
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十是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

会议强调，要实现确定的工作目
标，关键在干，重点是要抓落实。要加
强政治建设，激发想干事的动力；锤炼
能力作风，锻造能干事的队伍；完善工
作机制，提供干成事的保障，为健康新
乡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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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项
重
点
任
务本报讯 日前，焦作市卫生

健康委下发 2023 年全市卫生工
作要点，对 2023 年工作做出了
具体安排。今年，焦作市将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全面建
设现代化焦作开好局起好步提
供健康保障。

焦作市要求，坚持党建引
领，坚持把党建融入卫生各项工
作，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加强政
治机关建设；持续提升医疗服务

能力，加快医疗卫生项目建设；
完善服务体系，加强 3 个省级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和县域医疗中
心提质升级，推进六大市级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重点建好市级心
血管、儿科、传染病、肿瘤、呼吸
等十大专科；提升质控服务，强
化学科能力；持续提升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开展健康焦作 15 项
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健康教育，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完善综合疾

病防治体系建设，提升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能力，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

持续提升基层服务能力建
设，夯实基层卫生服务网底，力
争到 2023 年年底，村卫生室公
有产权率达到85%，加强基层卫
生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开展优
质服务基层行，新增 11 家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达到国家推荐标
准，积极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持续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组建全市中医专科联盟，
通过专科协作推进中医药技术
的开发与推广应用，实现二级
中医医院全覆盖，推进基层中
医馆提标升级；组建一支不少
于 150 人的中医药科普宣传队

伍，建成 1 家省级中医药文化宣
传基地，建设 20 个中医药文化
健康知识角；持续完善“一老一
小一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到
2023 年年底，全市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比例达
到60%，老年友善医疗机构比例
达到 85%，提升托幼服务能力，
强化妇幼健康服务管理；持续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推进
公立医院高质量改革，开展家
庭病床试点工作，健全药品供
应保障制度，提升综合监管能
力，拓展“健康焦作通”的应用，
提升数字化医院建设水平；持
续提升行业治理能力。

（王正勋 侯林峰 郭 晖）

焦作市

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本报讯 （记 者 王 平 常
娟）日前，鹤壁市卫生健康委召
开的全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提
出，今年，鹤壁市重点开展十大
行动（科技人才培养行动、公共
卫生服务提升行动、医疗服务能
力提升行动、基层服务能力提升
行动、深化医改提质提速行动、

“一老一小”和妇女健康服务行
动、中医药传承发展行动、健康
鹤壁建设行动、健康城镇创建行
动及防风险保安全行动），以促
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鹤壁市提出，建立医学科技
创新体系和资源共享机制，通过

“鹤壁名医”“青苗人才”等培育
计划，推进人才结构和区域分布
与基层卫生服务需求相匹配；推
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完善
重大疾病综合防治体系，强化职
业健康和食品安全，推广慢性病

“防、治、管、康”全病程防控模
式，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处置能力；积极推进儿童、肿瘤、
心血管等 3 个省级医学中心、重
点学科及胸痛、卒中、创伤、孕产
妇、新生儿救治“五大中心”建
设。

针对开展基层服务能力提
升行动及中医药传承发展行动，

鹤壁市提出启动实施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持续推进基层服务能力提质
升级，并强化省级中医康复诊疗
中心建设，确保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中医馆提标升级。

就开展深化医改提质提速
行动和“一老一小”妇女健康服
务行动，鹤壁市明确，高质量推
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深
化“放管服效”改革和智慧医院
建设，初步建成贯通市、县、乡、
村四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信息服
务网络；推进淇县中医院、浚县
中医院老年医学科建设，完成

“两癌”（乳腺癌、宫颈癌）、“两
筛”（产前筛查、新生儿疾病筛
查）民生实事。

就开展健康鹤壁建设行动、
健康城镇创建行动及防风险保
安全行动，鹤壁市提出强化典型
引路，培育一批亮点提质增效，
推广一批案例形成鹤壁特色；常
态化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
果，大力开展健康创建 6 个专项
行动，力争健康城市整体评价继
续保持全省第一；推进法治、清
廉、平安医院建设，严格落实医
疗事故、安全生产、生物安全责
任。

鹤壁市

十大行动促健康鹤壁建设十大行动促健康鹤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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