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着力加强卫生健康人才科技工作

做好中原名医推荐评审工作，实施岐黄工程、仲景工程。
通过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和转岗培训，招录培养全科医生

4000人。
今年特招2600名医学院校毕业生，招聘400名特岗全科医生。
积极与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工程和重点实验室衔接，搭建区域协同创新

平台。以省部共建项目为抓手，以临床应用为导向，开展多学科交叉、多领
域融合临床研究。创新开展海外研修工程项目，短平快引进新技术新业
务。

重点支持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优势病种临床研究。
（本报综合整理）

振兴发展中医事业

有效落实《河南省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2016~2030年）》。
持续抓好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项目、国

家区域中医诊疗中心、省级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县级中医院重点专科
建设。落实中医院“双核心指标”管理。建设一批中医馆。

全面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河南省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做好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加强中医药文化研究。实施一批中医药国际合作
专项，设置一批海外中医药中心，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公共卫生保障坚强有力

●人均财政补助标准达55元，服务项目达15类57项；
●免疫规划接种率达95.5%；
●105个县（区）开展HEARTS（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高血压联盟、

世界高血压协会等共同组织，用于基层机构的心血管疾病管理工具
包，涉及健康生活方式咨询、基于证据的治疗方案、基于心血管总体风
险管理等元素）高血压防治项目，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达15个；

●国家卫生城市、卫生县城和卫生乡镇分别达 22 个、32 个和 73
个，居全国前列。

医疗健康服务持续优化

●六大医疗中心全部对接国家级平台；
●妇女“两癌”筛查293万人次，产前超声筛查率为57.23%；
●第七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先进省，18个省辖市全部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先进市。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纵深推进

●医务性收入比2017年上升2.77个百分点，药占比下降3.44个百
分点，百元医疗收入耗材费用下降2.05元；

●20个县域综合医改试点扎实推进；
●确定分级诊疗病种目录，共325种，基层机构诊疗人次占61.2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覆盖，药品采购“两票制”全面推行，积极

推动进口药、抗癌药降税降价，实施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
●新增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

运作模式）项目50个，吸引社会资金200亿元。

持续提升健康服务能力

努力实现“三个100%和两个90%”的目标，即贫困人口基本医保参保率
100%，贫困村标准化村卫生室和合格乡村医生覆盖率100%，贫困人口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率100%；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90%。

遴选一批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二级医院执业评审；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可加挂社区医院的牌子。

启动市县三级、二级妇幼保健院评审工作。建设标准化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30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30个，新创建爱婴医院50所，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覆盖率80%。

持续开展妇幼健康“两癌”“两筛”民生实事，完成妇女“两癌”筛查140
万人，产前筛查覆盖率在50%以上，新生儿“两病”和听力筛查率在90%以
上。

探索建设整合型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重点抓住5个关键环节：照护谁的
问题，谁照护的问题，在哪里照护的问题，照护什么的问题，谁出钱的问题。

健康扶贫成效显著

●投资近30亿元；
●推广适宜技术607项，填补县域技术空白203项；
●疾病救治，由9种扩大至21种，救治率99.75%；
●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91.45%，比2017年提高21.17个百分

点。

全国优秀医药健康类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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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YAO WEISHENG BAO
专业角度 健康深度

星期四 戊戌年十二月十九

2018年，河南卫生健康
工作取得新成效

2019年，确保实现
卫生健康改革发展新目标

本报讯（记者陈琳君）1 月 22 日，
2019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郑州
召开。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陈润儿、副
省长戴柏华作出重要批示，充分肯定
2018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取得的成绩，
强调在新的一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创造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
作方针，全面贯彻省委十届六次、七次、
八次全会精神，担当新使命，展现新作
为，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
提升医疗健康服务质量，努力开创健康
中原建设新局面，不断增强群众的健康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为中原更
加出彩做出新贡献。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阚全程作工作报
告。

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陈润儿省长、
戴柏华副省长的重要批示精神。郑州、
洛阳、平顶山、新乡、焦作、濮阳、周口、
巩义、息县、平舆10个市（县）作了典型
发言，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工作亮点和经

验做法。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
任谢李广主持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在
郑的省卫生健康委领导，各省辖市、省
直管县（市）卫生健康委（卫生计生委）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办公室主任；郑州
航空港区文教卫体局有关负责同志；省
卫生健康委直属单位、省直医疗卫生单
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中医管理局领
导和委机关监察专员、各处室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会议总结了2018年全省卫生健康
工作取得的成绩。2018年，全省卫生健
康系统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指导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求突破，各项
工作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
势。健康扶贫成效显著，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纵深推进，医疗健康服务持续优
化，公共卫生保障坚强有力，人才科技
及对外合作成果丰硕，中医药强省建设
步伐加快，行业形象持续提升，管党治
党更严更实。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40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工作始终

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改革创新中
发展，在开放合作中进步，取得一系列
标志性、开创性、历史性重大成就。医
疗卫生资源迅猛增加，全省卫生机构总
数 71089 个 ，与 1978 年 相 比 增 长
300.6% ；病 床 总 数 55.89 万 张 ，增 长
448.03%；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
2.30人，增长270.96%；每千人口注册护
士2.52人，医护比长期倒置的局面得到
扭转。重大疾病防控牢固安全，免疫规
划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5%以上，连续26
年维持无脊灰状态，5岁以下儿童乙肝
病毒携带率降至0.5%以下。医疗保障
全民覆盖，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
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4‰、
5.34‰、10.43/10 万。老百姓切身体会
到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会议强调，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一
定要以更加积极的奋斗姿态、更加饱满
的工作激情，立足新起点、担当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力求新突破，推动河南省
由卫生大省向卫生强省迈进。要坚持

目标导向上水平，坚持问题导向补短
板，坚持需求导向惠民生，坚持出彩导
向争一流。要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
设为抓手，实施卫生健康党建质量提升
工程；以创建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
抓手，实施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工程；以
县域综合医改为抓手，实施县域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精准施策为抓
手，实施健康扶贫提升工程；以重大疾
病防控为抓手，实施公共卫生服务提升
工程；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实
施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程；以生育全程
健康服务为抓手，实施出生人口素质提
升工程；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抓
手，实施患者满意提升工程；以发展“互
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为抓手，实施全
民健康信息化提升工程；以贯彻落实

《中医药法》为抓手，实施中医药传承创
新提升工程。“十大提升工程”是卫生健
康事业强基固本的系统工程，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卫生健康工作转型升级
的有力抓手。各地各单位要始终围绕

“四个着力”、打好“四张牌”、县域治理
“三起来”、乡镇工作“三结合”，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持续推进，久久为功。
各责任处室要制定专项工作方案，明确
目标任务，细化职责措施，每半年报告
一次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各项任务落地
见效。

阚全程要求，全省卫生健康系统要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抢抓机遇，精准发力，确保2019
年度各项重点工作任务如期完成。要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压实主体责任，强
化监督责任，管好意识形态，选好用好
干部。要加快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持
续推进县域综合医改，网格化推进城市
医疗集团，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发
展完善远程医疗服务。要拓展深化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在发展方式上，从规
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高医疗
质量；在管理模式上，从粗放管理向精
细管理转变，提高服务效率；在投资方
向上，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向扩大分配
转变，提高医务人员待遇。要扎实推进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快创建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规划布局省医学中心、省区
域医疗中心，倾力打造县域医疗中心。

要持续提升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推进健
康扶贫攻坚，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
力，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加强人口
监测和家庭发展工作，扩大对外合作交
流，提升干部保健服务水平，高度重视
健康老龄化工作。要切实做好重大疾
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强化重大疾病
防控，强化地方病、职业病危害防控，持
续提升卫生应急能力，广泛实施健康促
进，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要振兴发
展中医事业，搞好顶层设计，完善服务
体系，弘扬仲景文化。要着力加强卫生
健康人才科技工作，大力引进和培养高
层次人才，搞好住院医师规培及全科医
生队伍建设，持续推进基层卫生“369人
才工程”，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要
推动行业治理现代化，加强法治建设，
强化综合监管，深化“放、管、服”改革，
深入推进行业作风建设，加强宣传工
作，确保行业安全稳定。要坚持以人民
健康为中心，锤炼过硬本领，勇于担当
作为，发扬严实作风，努力推动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原更加出彩提
供坚强的健康保障。

立足新起点 担当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 力求新突破

2019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高层次
卫生健康人才的实施意见》，引进高层次
人才118人；

●9 个省级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顺利
启动，获批18个省工程研究中心，获省科
技进步奖31项。

●争取中央投资建设14个县级中医
院，启动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重点
中医院建设项目；

●12个专科建设单位入选全国中医
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6所三级中医
院通过新一轮等级评审；建成基层中医
馆1740个；

●继续开展仲景工程，遴选中医药
拔尖人才 28 名、青苗人才导师 96 名、青
苗人才培养对象288名；

●17个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
目全部通过验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34项，获批建设名老中医药专家
传承工作室22个；

●南阳市组建全国首个中医药发展
局，开封市获批国家中医药健康旅游示
范基地。

（本报综合整理）

●压实主体责任 ●强化监督责任
●管好意识形态 ●选好用好干部

●持续推进县域综合医改
●网格化推进城市医疗集团
●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发展远程医疗

加快构建分级诊疗新格局

切实做好重大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

确保疫苗预防接种安全有效，持续开展肺结核按病种付费工作，强化
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强化艾滋病综合防控，推进地方病专项防治
三年攻坚行动（2018~2020年）；强化职业病、地方病危害防控；持续提升卫
生应急能力，抓县级以上医院急救中心建设，真正打通急诊绿色通道；广泛
实施健康促进；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推动“三个转变”，实现“三个提
高”。在发展方式上，从规模扩张型
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提高医疗质量；
在投资方向上，从投资医院发展建设
向扩大分配转变，提高医务人员待
遇。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扎实推进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加快创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规划布局省医学中心、省区域医

疗中心。今年要启动建设肿瘤、心血
管、脑血管、儿童、妇产、传染病、口腔、
精神、呼吸、老年医学等 10 个省级医
学中心，谋划布局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建设，促进全省优质医疗资源合理布
局。

倾力打造县域医疗中心，投入18
亿元，依托县人民医院建设50个县域
医疗中心，到 2020 年实现全覆盖，已
纳入省重点民生实事。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河南省卫生健康工作始终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改革创新中发展，在
开放合作中进步，取得一系列标志性、开创性、历史性重大成就。医疗卫生资源迅猛增加，全省卫生机构总数71089
个，与1978年相比增长300.6%；病床总数55.89万张，增长448.03%；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2.30人，增长
270.96%；每千人口注册护士2.52人，医护比长期倒置局面得到扭转。重大疾病防控牢固安全，免疫规划接种率持续
保持在95%以上，连续26年维持无脊灰状态，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降至0.5%以下。医疗保障全民覆盖，婴
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4‰、5.34‰、10.43/10万。老百姓切身体会到医疗卫生健
康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2019年起，找准抓手，全面实施“十大提升工程”：以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为抓手，实施卫生健康党建质
量提升工程；以创建六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为抓手，实施优质医疗资源提升工程；以县域综合医改为抓手，实施县
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工程；以精准施策为抓手，实施健康扶贫提升工程；以重大疾病防控为抓手，实施公共卫
生服务提升工程；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实施全民健康素养提升工程；以生育全程健康服务为抓手，实施出
生人口素质提升工程；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为抓手，实施患者满意提升工程；以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服
务为抓手，实施全民健康信息化提升工程；以贯彻落实《中医药法》为抓手，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提升工程。

1月22日，2019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 史 尧/摄

人才科技及对外合作成果丰硕

中医药强省建设步伐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