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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河南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五大行动” 落实“五项保障”

本报讯 （记 者 刘 旸 许 冬
冬 通讯员喻大军）11月7日下午，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以视频会议形
式召开全省卫生健康人才政策培
训会，对全省卫生健康人才工作进
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筑牢现
代化河南建设的人才支撑。省卫
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勇参
加会议并讲话。

此前，省卫生健康委、省委人
才办、省委编办、省科学技术厅、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制定
印发了《关于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
伍建设的若干措施》，明确要实施

“五大行动”，落实“五项保障”，全
面加强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

“五大行动”分别为，顶尖人才
破茧行动。针对性培育在卫生健
康领域紧跟世界科研前沿、取得重
大突破成果的医学顶尖人才，全力
冲刺院士评选；重点培养医术精
湛、学术造诣深厚、在全国有重要
影响力的名医名家，全力冲击国家
级人才项目评选；以国际化视野、
超常规措施，通过量身定做、针对
性邀约、同行专家举荐等方式精准
引进一批全球顶尖人才、旗帜性人
物。到2027年，新增医疗卫生顶尖
人才 10 名左右。领军人才聚集行
动。重点梳理发掘科研水平或医

疗技术已达到国内领先地位、具有
引领作用的创新人才，推荐申报国
家、省重点人才计划。利用 3 年时
间，培养 100 名临床医学科学家、
100 名临床研究型医生、50 名公共
卫生首席专家。到2027年，新增卫
生健康领域领军人才 300 名左右。
青年人才倍增行动。重点培育一
批45岁以下、有较强创新能力和较
大发展潜力的青年人才，在国家、
省级重大任务中“挑大梁、走前头、
当标杆”；每年选拔培养100名中青
年菁英带头人，遴选 100 名青年医
学人才赴国（境）外进行中长期研
修；每年面向国内外招聘和引进
800 名左右青年博士、博士后来豫
工作。紧缺人才扩充行动。大力
开展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和技能人
才培训，到2027年，培训各类人才1
万名；建立公共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和医疗机构临床医生交叉培训制
度，探索人员双向流动、兼职兼薪、
合法取酬；建立管理人才长效培训
机构，到 2027 年，培养 1000 名左右
具有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领导能
力的卫生健康管理人才。基层人
才提质行动。持续实施基层卫生
人才工程，到 2027 年，评选 300 名
基层中青年学科带头人，通过住院
医 师 规 范 化 培 训 培 养 住 院 医 师

7500名，培养2000名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招聘 800 名特岗全科
医生、2000 名大学生乡村医生和 1
万名医学院校毕业生到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工作，培训骨干医师、全
科医生、基层中医人才、家庭医生、
优秀乡村医生等5万名。

“五项保障”分别为，拓宽高端
人才引进渠道。坚持刚性引才与
柔性引智相结合，“走出去”和“引
进来”相结合，多途径、多方式、多
渠道引进各类人才。加大人才培
训支持力度。全面落实国家和河
南省各项支持政策，强化用人单位
主体地位，扩大用人单位自主权，
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发
挥职称评审导向作用。深化卫生
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结合
卫生健康领域行业特点，科学制定
和完善各类别专业技术人员职称
评审标准，科技创新型人才突出原
创和临床需求导向，临床技能型人
才突出临床实践导向，社会公益型
人才突出公共需求导向，充分发挥
职称评审的“指挥棒”作用。促进
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加快建设卫
生健康“国字号”创新载体，积极争
取申请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及国
家临床医学科研中心等高层次创
新平台，发挥创新载体辐射引领作

用，提升医学科技创新发展水平。
推动优秀人才下沉基层。以高质
量建设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城市
医疗集团和县域医共体、专科联
盟、远程医疗协作网及深化城市医
院组团式对口支援县乡医疗机构
为载体，持续加大优秀人才引进、
培养、集聚、辐射带动和有序下沉
基层工作力度，不断优化提升区域
人才配置使用效率。

周勇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
持续在人才引育培养上下功夫、见
成效。聚焦“建高地”，着力做好高
层次人才引育；聚焦“深挖潜”，大
力培育青年人才；聚焦“固基本”，
加强基层人才队伍建设；聚焦“补
短板”，强化急需紧缺人才队伍建
设 。 各 地 各 单 位 要 落 实 工 作 责
任。结合公立医院党的建设要求，
建立健全由一把手负责的人才工
作领导机制，压实党管人才工作责
任，带头联系服务专家人才，做到
一把手抓“第一资源”。建立健全
人才队伍建设责任制，不断增加人
才队伍建设在卫生健康年度重点
工作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在全系统
中努力形成人才工作齐抓共管的
良好局面。要创新工作机制。深
入推进人才工作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以人事编制管理和薪酬

制度改革试点为突破口，破解制约
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发展的难题；会
同编制管理部门稳妥推进公立医
院人事编制管理改革，建立健全人
员编制动态管理机制。要营造良
好环境。建立健全公立医院岗位
管理制度，科学设置工作岗位，减
轻工作负荷；改革完善职称评审制
度，科学制定和完善各类别专业技
术人员职称评审标准，发挥职称评
审“指挥棒”作用；大力弘扬崇高职
业精神，增进全社会对医务工作者
的理解和认同，进一步营造尊医重
卫的良好氛围，在卫生健康系统努
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近悦
远来的良好环境。

河南省医学科学院、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郑
州市卫生健康委在培训中，交流了
各自在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中工
作情况和经验做法。河南省委组织
部人才处、省委编办、省科学技术
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
负责人，省卫生健康委相关处室负
责人，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省医学科
学院、省中医药科学院及各省直医
疗卫生单位相关负责人，在主会场
参加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相关政
策培训。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
空港区设立培训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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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刘 旸 李
伟强 通讯员程 豪）11 月 5 日
下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召开
委管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培训
会，进一步规范社会组织管理
政策及要求，完善卫生健康委
各相关处室与社会组织对口
联系工作机制。省卫生健康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勇参加
会议并讲话。

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
公益性等特征，是政府和社会
间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治理
的重要力量。近年来，省卫生
健康委坚持严管促规范、服务
促发展，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医药
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有关
要求，先后印发了省级卫生健
康类社会组织管理办法、新成
立卫生健康类社会组织申请
业务主管部门审核标准、新成
立委管社会组织若干要求、医
药领域学术会议“八个不得”

“八个严禁”等文件，建立了卫
生健康委领导联系委管社会
组织和委机关相关处室对口
指导委管社会组织制度，为卫
生健康委管社会组织规范开
展工作，提供了政策遵循和制
度保障。

周勇说，省卫生健康委管
社会组织要坚持党建引领，注
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
用，引导监督社会组织有序参
与社会治理、承担社会组织；
要守牢发展底线，自觉遵守各
项管理规定，依法执业、诚信
从业；要牢记初心使命和服务
宗旨，坚持守正创新、助力行
业发展；要自觉接受主管部门
指导，主动加强与对口联系处
室和学会办的沟通对接，主动
报告重大事项，自觉接受业务
指导。省卫生健康委各对口
联系处室要压实责任，加强指
导，及时传达政策要求、做好
重大活动审核备案、及时提醒
纠正不当行为，共同推动委管
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发展。

河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卫生
健康委纪检监察组副组长、二
级巡视员寻都管在培训中说，
省卫生健康委管社会组织要
加强党的建设，将党的领导贯
穿于各项工作的全过程；要严
守党纪党规，把党纪党规作为
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基本准
则；要完善行业监管体系，加
强监管部门与行业部门的沟通合作，制定详细的行
业标准和规章制度，并建立严格的评价机制，定期
开展监督检查；要提升治理效能，不断加强制度建
设、提高服务质量、积极破解发展难题。

培训中，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局长王凌霄
从社会组织的管理、监督、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为
参会人员细致解读了社会组织管理相关政策，分析
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省卫生健康委
学会办主任王伟通报了省卫生健康委管社会组织
业务办理指南。省卫生健康委人事处、财务处、机
关党委、交流合作处、医政处、中医药科技教育处相
关负责人，就社会组织党建、财务管理、机构管理、
对外交流等工作，与参会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河
南省医师协会、河南省中医药学会、河南省预防医
学会、河南阳光医疗健康发展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了工作开展情况。

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河南省纪委监委驻
省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省卫生健康委学会办相
关负责人，32 家省卫生健康委管社会组织负责人、
秘书长，5 家省卫生健康委管基金会负责人，省卫生
健康委机关相关处室负责人，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机
关党委委管社会组织对口指导工作负责人等 90 余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23个学科获批省医学重点支持学科
本报讯（记者常 娟）日前，河南省卫

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印发 2024 年河南
省医学重点支持学科立项项目名单的通
知》，全省共有23个学科获批河南省医学
重点支持学科。

据悉，为进一步加强医学重点学科管
理，推动河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促进更多学科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河南省

卫生健康委在目前批准立项的省医学重
点学科中，推荐遴选一批有潜力进入全国
先进行列的学科予以支持。根据《河南省
医学重点学科建设管理办法》《关于遴选
2024 年度医学重点支持学科的通知》等
文件要求，经过组织申报、形式审查、会议
评审及公示等程序，最终全省共有 23 个
学科获批河南省医学重点支持学科。

据省卫生健康委科技教育处相关人
员介绍，重点学科建设是医院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是医院内涵建设的本质需求，
涵盖人才培养、学科管理、医疗服务能
力、科学研究、教学水平、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以及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内容，加强
重点学科建设，必将对医院发展起着重
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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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贾佳丽 通讯员赵
兵 毕中普）近日，
河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成功实施省内首
例UBE（单侧双通道
内镜技术）镜下腰椎
四节段融合手术，标
志着该院在脊柱微
创手术领域迈出了
重要一步。

69 岁的张女士
由于腰椎疾病，20年
来 腰 疼 反 复 发 作 。
近几个月，张女士腰
部疼痛感加重，并出
现左下肢疼痛、间歇
性跛行的症状。经
他人推荐，张女士找
到河南省第二人民
医院微创骨科副主
任医师蔡春雨。蔡
春雨经过详细评估，
建议张女士通过手
术治疗缓解现有症
状。

由于张女士脊
柱复杂性退变节段
长，加之合并“三高”
（高血压、高血脂、高
血糖）、肥胖、陈旧性

脑梗死等慢性基础病，极大地增加了手术难度。为
保障手术安全有效进行，蔡春雨结合患者体征及影
像资料，最终确定为患者实施UBE镜下腰椎四节段
减压+植骨融合手术。

经过充分细致的术前评估和准备，在该院麻醉
科的保驾护航下，蔡春雨团队成功在4小时内完成
了手术，且术中患者出血量少于300毫升。虽然该
手术难度极大、风险极高，但手术顺利，患者术后恢
复情况良好。术后，患者感觉左下肢疼痛明显减
轻，活动正常，酸困感消失。

脊柱手术是骨科手术中的巅峰之作，不仅操作
复杂、风险高，而且常常伴有脊髓、神经根、马尾神
经的潜在损伤。近年来，迅速发展的 UBE 微创技
术，以关节镜为基础，具有损伤小、出血少、患者恢
复快等优势，迅速得到脊柱医生和患者的认可。
UBE技术的应用，为复杂脊柱手术提供了新的解决
方案，也展现了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在微创脊柱外
科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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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1月7日，南阳市南召县云阳镇西
花园村种植大户谢学军正在晾晒采摘的辛
夷。连日来，南召县26万亩（1亩=666.67平
方米）辛夷进入采摘期。作为全国辛夷的主
产区（产量达全国产量的70%），南召县正以
源头好药助力辛夷产业的全面发力。

乔晓娜 齐天俊/摄

图②11月6日，平顶山市鲁山县团城乡
花园沟村村民赵建民及其家人正在分拣采
摘回来的辛夷。据团城乡卫生院副院长李
宏泉介绍，团城乡辛夷种植面积达1万余亩
（1 亩=666.67 平方米）。大规模的辛夷种植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种植、采摘到加
工、销售，各个环节紧密相连，成为当地的
特色产业。 王 平 冯全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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