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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下发河南下发卫生健康工作卫生健康工作
““三张三张清单清单””

本报讯（记者冯金灿）近日，
经省政府同意，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下发卫生健康工作“三张清单”，明
确2024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真抓
实干重点任务、10件改革攻坚事项
和10件惠民实事（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全省卫生健康系统真抓
实干重点任务清单，河南今年重点
抓好医学科技创新专项、人才队伍
建设专项、医疗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乡村医疗体系建设专项、中医
药传承创新专项、健康河南行动专

项、人口高质量发展专项、数字健
康发展专项、生物医药产业培育专
项、医疗应急和安全保障专项共10
个大项40个小项的工作。

根据全省卫生健康系统10件
改革攻坚事项清单，河南将着力推

进医学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深
化“便民就医”系列微改革，深化紧
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
改革，全面推行家庭病床、护理到
家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公益一类”财政保障、乡村医生

“乡聘村用”政策覆盖面，启动实施
乡村医生队伍三项计划，加强中医
药传承创新、完善中医药管理机
构，深化“放管服效”改革，实施卫
生健康数字化改革三年攻坚行动，
完成全省疾控体系改革。

20242024 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

★加强高能级平台建设。加快
国家卫生健康委出生缺陷预防、脑血
管病防治重点实验室建设。布局质
子医疗中心等大科学装置。支持河
南省医学科学院新建 1 家~2 家省实
验室、5个~8个临床研究所等。

★统筹科研项目管理。实施好
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积极做好省
级重点研发专项、科技攻关项目推
荐，力争立项数量同比增长10%。争
取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达到
30项。

★加速成果转化。用好省医学
科学院技术评估评价中心、临床研究
促进中心、科技创新转化平台和成果
转移转化十条激励政策，完成 60 个
科研成果转化。

★强化重点学科建设。遴选支
持20个重点学科，建成医教研一体融
合发展平台，达到全国领先水平。遴
选建设50个省中医药重点学科。

医学科技创新

★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育。遴选
中原英才计划（育才系列）—中原医
疗卫生领军人才15名。首批培养40
名高水平临床研究型医生、40 名临
床医学科学家等。

★推进中青年人才培养。持续
实施中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

遴选 20 名领军人才、20 名杰青人才
和20名优青人才。实施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培养专项。遴选第三批青苗
人才 900 名、第四期仲景国医传人
100名，培训中医馆骨干人才300人。

★强化基层人才队伍建设。遴
选 100 名基层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持续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工程。培训
市、县两级妇幼骨干医师330人。为
基层培训麻醉、康复、临床药师及县
级骨干专科医师 130 名。公开招聘
500 名、订单定向培养 500 名大学生
乡村医生（大专）和校园培训1000名
在岗优秀乡村医生。

★营造人才辈出“小气候”。对
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实行高级职称评
审“直通车”政策。

★全力推动“双中心”建设。全
力支持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创建国家中医医学中心。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12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遴选扩增一批省级医学中
心，对 60 个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开展
评估。

★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北
京天坛医院河南医院等一批标志性

项目建成投用。着力推进“两院一中
心”项目建设。

★提升临床专科服务能力。建
设100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40个县
级临床重点专科、100个临床特色专
科和50个专科（专病）诊疗中心。

★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持续实
施全面提升医疗质量三年行动。发
布 2022 年度~2023 年度河南省医疗

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深入推进急
诊急救“五大中心”和临床服务“五大
中心”建设。

★提高公立医院管理水平。完
善引进和培养技术人才等针对性举
措，全面提升医院综合管理水平。完
成河南省“120”信息交互平台建设。
巩固提升“智能医废”建设成效。

★打造“便民就医”服务品牌。
在“便民就医”少跑腿、优流程基础
上，持续推出提质量、强能力系列举
措。全面推进家庭病床服务改革。

医疗服务体系建设

★抓阵地提质升级。支持 100
所中心乡镇卫生院建成县域医疗卫
生次中心；推动300所薄弱乡镇卫生
院全面达标。打造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实践样板100个。

★抓政策落地见效。扩大“公益
一类”财政保障、“乡聘村用”政策覆盖
面。开展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建
设。

★抓能力创新突破。新增 100

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服务能力
推荐标准。推进基层全科诊室、康复
医学科、慢性病一体化门诊等建设。

★抓服务规范可及。提高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补助标准。
统一全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标准
和基础性服务包内涵。做实乡村振
兴重点监测对象健康帮扶服务。

乡村医疗体系建设

★组建省中医药科学院。构建
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中药资源研发、
信息文献研究、高水平人才集聚、产
业发展六大体系。设立国家中医医
学中心（在创）、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
试验区（南阳）、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示范试点市（郑州）3 个核心基
地及若干个研究型附属医院、创新企
业，形成“1+3+N”的发展布局。

★提升服务能力。力争35个国
家中医优势专科落地。加强县级中
医医院“两专科一中心”建设，完成

66 个县级中医医院建成 2 个中医特
色优势专科和 1 个县域中医药适宜
技术推广中心的目标任务。推进国
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科室建
设。

★弘扬中医药文化。深化中医
药文化内涵研究，支持中医药文化著
作出版，加强中医药科普人才培养，
促进中医药健康文化融入群众生活。

中医药传承创新

★优化生育政策。做
好生育政策宣传咨询服务
工作。做好计划生育特殊
家庭扶助关怀项目工作。
新增托位8万个、达到38万
个。

★保障妇幼健康。落
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建设
2个～3个市级区域母婴安
全保障管理中心。完成二
级甲等妇幼保健院评审 8
家～10 家、三级甲等妇幼
保健院评审2家，建设妇幼
特色专科（单位）不少于15

家。健全完善出生缺陷防
治网络。抓实儿童青少年
近视综合防控工作。推进
中医药全面融入妇幼健康
服务。

★ 加强老龄健康工
作。实施老年营养改善、
口腔健康、心理关爱、痴呆
防治 4 个专项行动。老年
友 善 医 疗 机 构 占 比 达 到
85%，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
院设置老年医学科占比达
到 83%。开展老年医学科
规范化建设。

人口高质量发展

★夯实信息基础。实
施卫生健康数字化改革攻
坚，打造“豫健”系列便民服
务应用。制订数字医共体
工作规范。

★加快平台建设。优
化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功
能。支持省医学科学院建
设科技创新转化平台。

★ 扩 展 数 字 应 用 。
普及推广居民电子健康

卡应用，推进电子健康档
案规范查询服务。在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开展商
业健康保险就医费用一
站式结算服务试点。积
极推进“数字影像”试点
建设。探索开展单病种
大 数 据 创 新 应 用 试 点 。
推进智慧医院建设，保持
电子病历分级评价水平
全国领先。

数字健康发展

生物医药产业培育

医疗应急和安全保障

真抓实干重点任务清单真抓实干重点任务清单

★1.推进医学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高
层次人才引育和激励机
制，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
究”，营造优秀青年人才脱
颖而出的良好氛围。

★2.深化“便民就医”
系列微改革，巩固提升少
跑腿、优流程成效，聚焦诊
疗水平高质量提升、整体
医疗服务高水平提升，持
续推出提质量、强能力系
列举措。

★3.深化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改
革，巩固拓展协同关系，深
入推进牵头医院人员、技
术、服务、管理下沉，持续
完善分级诊疗体系。开展
数字医共体试点。

★4.全面推行家庭病
床、护理到家服务，完善管
理办法和政策体系，让长
期卧床、行动不便的患者
在家也能享受到住院服
务，形成河南特色的服务
模式。

★5.扩大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公益一类”财政保
障、乡村医生“乡聘村用”
政策覆盖面，全面落实基

层全科医生岗位津贴，在
乡镇卫生院增设护理类基
层高级职称。

★6.启动实施乡村医
生队伍三项计划，公开招
聘500名、订单定向培养
500名大学生乡村医生，
校园培训1000名在岗优
秀乡村医生。

★7.加强中医药传承
创新，完善中医药管理机
构，支持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试验区、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城
市建设。

★8.深化“放管服效”
改革，推进“出生一件事”、
开理发店、开美容会所（非
医疗类）等“一件事一次
办”事项实施见效。

★9.实施卫生健康数
字化改革三年攻坚行动，
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完成垂直系统整合，规范
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打造
“豫健”系列便民服务应
用。

★10.完成全省疾控
体系改革，建成传染病智
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与
应急指挥平台，深入推进
医防融合。

★1.提高妇女儿童
健康保障水平，对农村适
龄妇女、纳入城市低保范
围的适龄妇女免费开展
一次宫颈癌、乳腺癌筛
查，宫颈癌、乳腺癌各完
成筛查 80万人；免费开
展预防出生缺陷产前筛
查和新生儿疾病筛查，对
筛查出的高风险孕产妇
免费进行产前诊断，实现
全省免费产前筛查覆盖
率达到65%，新生儿“两
病”（先天性甲状腺功能
低下症、苯丙酮尿症）、听
力筛查覆盖率均达到
95%。

★2.提升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全年培训家
庭医生服务团队 1250
个、5000人，基层医疗卫
生人员15.5万人。培养
全科医生 3800 名、订单
定向培养本科层次医学
生130名、大专层次500
名。提高行政村卫生室
基本运行经费补助至
6000元。

★3.推进优质医疗资
源扩容下沉，全力创建国
家中医医学中心，高标准
高质量建设12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提高技术和
管理能力同质化水平。

★4.持续推进急诊
急救“五大中心”和临床
服务“五大中心”建设，
建成全省“120”信息交

互平台。

★5.建成100个县域
医疗卫生次中心，达到二
级综合医院服务能力。
推动 300 所薄弱乡镇卫
生院基础设施、设备配
备、服务能力全面达标。

★6.新增100个社区
（乡镇）推广应用“全链
式”医养结合模式，引导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加
护理、康复和养老床位。
彩票公益金支持医养结
合项目40个以上。

★7.持续加强中医药
适宜技术培训推广，提升
“乡乡有中医馆、村村有
中医服务”质效。

★8.大力发展普惠托
育服务，托位新增8万个、
达到38万个，更好地满足
群众托育需求。

★9.依托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建设国家级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依托
洛阳市、安阳市、南阳市、
商丘市、信阳市实力较强
的综合医院建设5个省级
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10.强化健康促进，
办好《开箱！健康宝藏》
栏目，深化“健康中原行·
大医献爱心”活动，推动
健康巡讲、义诊覆盖所有
县区。

1010件惠民件惠民
实事清单实事清单

1010件改革攻坚件改革攻坚
事项清单事项清单

★提升疾病防控水平。建成传
染病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与应
急指挥平台。实施“五大行动”，推进

“五项建设”。
★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实现省

辖市、济源示范区国家卫生城市全
覆盖。加强健康城市、健康乡村建
设。

★扎实推进健康促进。擦亮“豫
健”系列品牌，办好《开箱！健康宝

藏》栏目，深化“健康中原行·大医献
爱心”及健康促进“三进两建一帮扶”
行动。开展职业健康宣传教育“五
进”活动。

★健全慢性病防治网络。启动
新一轮国家级、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
示范区建设。建立健全省、市、县三
级慢性病专病防治中心。

★完善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服
务。推进市级、县级精神病医院专科

建设。强化心理健康服务能力。持
续实施精神科医师转岗培训计划。

★强化职业健康保护。深化
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全面开展医疗机构放射性职
业病危害专项治理。新建尘肺病
康复站 18 家。

★推进合理膳食行动。建成10
家以上省级认定的营养健康食堂，再
培养1000名营养指导员。组织开展
膳食干预进社区行动。推动漯河市
争创国家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综合
试验区。

健康河南行动

★健全推进机制。充
分发挥链长责任单位牵头
作用，支持河南省医学科
学院布局新药筛选检测等
公共实验平台，配套一批
中试基地和中试车间，打
造 医 工 结 合 成 果 转 化 平
台。搭建医企对接、产品

展示平台。
★ 培育壮大产业集

群。重点打造中原医学科
学城为核心增长极，形成

“一城多园”的新格局。构
建“创业苗圃+孵化器+加
速器+产业园”的梯次孵
化体系。

★健全医疗应急体
系。加快推进全省紧急医
学救援基地网络建设，依托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
设国家级紧急医学救援基
地，在安阳等地建设5个省
级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依
托河南省人民医院设立省
创伤应急救援中心。

★提升传染病救治能
力。推进河南省人民医院
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
建设。推进省辖市传染病
医院向三级专科医院迈
进。加强医防协同、中西医
协同，增强重大传染病防治
能力。

★严格医疗服务监
管。开展大型医院巡查。

出台《河南省无偿献血表
彰奖励办法》。提高人体
器官捐献移植工作质量，
推动器官移植临床服务量
质双提升。牵头建立医疗
美容服务跨部门综合监管
机制。规范出生医学证明
管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应用和产前筛查与诊断技
术监管。

★做实安全风险防
范。完善安全稳定风险研
判化解机制，持续开展重大
事故隐患排查整改。统筹
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
生物安全、食品安全、信息
安全、信访稳定等工作。强
力推进消防安全标准化建
设。深化平安医院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