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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年中，全

国各地掀起了学三明、赶

三明的热潮。国务院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

组制定出台了《关于深入

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

实施意见》，明确了 11 条

普遍推广的经验和 10 条

因地制宜探索的改革措

施，对普遍推广的经验，明

确了量化指标和完成时

限，对因地制宜和尚需探

索的改革，明确了试点目

标和路径。

如何更好地推广三明

医改经验？如何体现因地

制宜，推动医改向纵深发

展？《中国卫生》杂志推出

【三明医改：学什么，怎么

学】主题报道，刊发了福建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主任黄如欣署名文章《“四

管齐下”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

2021 年以来，福建省

进一步推广三明经验，持续

深化“三医联动”改革。目

前，福建省在综合医改试点

省阶段性总结评估、公立医

院综合改革效果评价、医保

基金运行绩效考核等方面，

均位居全国前列。

全面加强党对医改工

作的领导，优化形成了“党

政‘一把手’挂帅、党委专

职副书记统筹协调、政府

分管‘三医’领导具体抓落

实”的新机制。进一步完

善医改政策体系，建立了

医改任务台账，一如既往

将重点任务列入省政府对

各设区市的绩效考核内

容。为继续鼓励先行先

试，出台了进一步支持三

明市深化医改的相关政

策，提出了 7 个方面的 25

项支持措施。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福建医院等 6 个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项目落地实

施，已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400多项，其中填补省内空

白 41项，国内首创 2项；针

对三明等地实际情况，布

局建设首批 4 个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实现全覆盖，2021 年

医共体下派专家 2.89万人

次，在基层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240个，建设特色专科

117 个。基本建成县域医

学影像等六大中心，已为

基层提供服务达 374 万人

次。实施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达标建设，促进乡村一

体化管理，并基本实现医

保“村村通”或“就近通”；

启动实施“移动医院”、千

名医生下基层项目。

在落实国家集采任务

的同时，扩大开展 46 种药

品和 11 类耗材的省级集

采，平均降价超过 50%；率

先建立药品耗材采购、配

送、监管、结算一体化省级

平台，药品货款医保统一

结算周期缩短至 30 天以

内，并建立了医疗机构与

零售药店处方的共享机

制。建立职工医保省级统

筹调剂机制，制定医保待

遇清单，职工医保门诊统

筹实现全覆盖。推进收付

费一体化改革，DRG 收付

费已覆盖三明市和省市

15 家医院，南平 DRG 付

费、厦门等 4 市 DIP 付费

试点落地实施；全省按病

种收付费的病种数增至

1391 个。福州等地开展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

助力健康老龄化。落实党

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双培养”等机制，完善医

院薪酬总量核定办法，院

长目标年薪制扩大到党委

书记、总会计师；推进医学

检 查 检 验 结 果 互 认 ，仅

2021 年第四季度就节约

费用约 1.7亿元；在省属医

院和福州等 4 市开展家庭

病床试点，推动医疗服务

模式升级为送医上门。同

时，制定医疗机构药事服

务规范，多措并举优化医

院收入结构，医疗服务收

入占比 32.07%，同比增加

1.95个百分点。

统筹相关改革，着力

建强医改支撑体系。省疾

控局（筹）已揭牌运行，建

立疾控机构公益“一类保

障、二类管理”机制，省疾

控中心对外技术服务项目

增至 15 大类 844 项；支持

三明市开展医防融合改革

试点。实施医疗卫生高层

次人才团队引进、遴选与

支持等办法，建立“一事一

议、一人一策”引才机制；

实施基层人才公开招聘、

定向培养、培训提升等“三

个一批”项目，引导人才下

沉基层；探索建立紧缺卫

技岗位补助制度；落实乡

村医生乡聘村用机制，全

省 2530 名村医纳入乡镇

卫生院编外人员管理。加

快构建“三医一张网”，实

现福建健康码“多码协同”

应用，全省三级公立医院

实现远程医疗服务全覆

盖，31 家互联网医院上线

运行。厦门市在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设立智慧药房，

方便居民远程续方和 24

小时自助取药。

通过深化医改，有力

推动了全省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人均预期寿命提高

到 78.33岁，主要健康指标

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较

少的卫生资源获得了较高

的健康效益。

“四管齐下”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走出去的大田名医反

哺家乡，留下了一支带不

走的医疗队，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

务，这是去年 12 月大田县

启动“田医回田”工程以

来，老百姓获得的最大红

利。

截至 4 月 25 日，大田

县 共 组 建 名 医 工 作 室 3

个，已有“田医”69 名，770

余人次受惠。

作 为 三 明 的 人 口 大

县，大田县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树立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健康至上理

念，积极探索创新。

去 年 以 来 ，大 田 县

突 出 问 题 导 向 ，大 胆 改

革创新，以探索实施“田

医回田”工程为突破口，

以 情“ 引 ”人 ，以 诚“ 留 ”

人，以制“育”人，进一步

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

家乡为“媒”，以情“引”人

针对优秀医疗人才引

不来问题，大田县充分发

挥大田籍在外医疗人才多

优势，厚培他们热爱家乡

的情怀，组建了“田医回

田”工作专班，并多次赴福

州等地，以上门访、茶话会

等形式与在外优秀田医洽

谈，达成“田医回田”“医疗

资源助田”等系列“医疗振

兴”方案。与此同时，全面

发动各乡（镇）和县卫健

局、总医院等单位，梳理大

田籍在外医疗人才，建立

田医人才库。此外，大田

县还以田医回归为纽带，

设立了 3 个名医工作室，

建立每周末 2 至 3 名医生

回田轮流坐诊教学机制，

已 累 计 开 展 联 合 义 诊 1

场、坐诊 10场、手术 29台。

用心用力，以诚“留”人

针 对 优 秀 医 疗 人 才

留 不 住 问 题 ，大 田 县 积

极在政策、机制、服务等

方 面“ 留 人 ”。 在 政 策

上，大田县推出“柔性引

才”政策，对引进“名师”

“星期天医师”到田建立

“ 名 医 工 作 室 ”的 ，予 以

补助，截至目前，已补助

专 家 各 类 费 用 16.755 万

元 。 在 事 业 上 ，借 鉴 市

第一医院与中山大学附

属 第 一 医 院 合 作 模 式 ，

对接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 和 医 院 、福 建 省 妇 幼

保 健 院 等 省 级 医 疗 机

构 ，签 订 共 建 紧 密 型 医

联 体 合 作 帮 扶 协 议 ，建

立省级医疗机构优秀医

疗人才到田常态化开展

医疗帮扶机制。在激励

上，表彰、评选一批对大

田医疗卫生事业作出重

要 贡 献 的 优 秀 医 疗 人

才，并做好广泛宣传，增

强回田优秀田医的归属

感、荣誉感和获得感。

健全机制，以制“育”人

针对医疗服务质量和

水平不优问题，大田县充分

利用在外田籍医生回田义

诊、省市医疗专家来田帮扶

等良机，以“师带徒”形式，

建立“一名师一团队”全程

跟学机制，组织各相关科室

负责人、骨干跟随学习 60

余人次；建立常态化学习

交流机制，通过与在外田

籍医生远程会诊、远程病

理及医学影像诊断等方

式，组织开展学术思想交

流研讨17场、受训150余人

次；建立常态化跟班学习

机制，用好在外田籍医生

在省、市各级医院、科研院

所等医疗机构就职优势，

争取到先进医疗机构跟班

学习机会，选派本地优秀

医疗卫生人员到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晋江

中 医 院等跟班学习 22 人

次。 （本报记者 陈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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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

卫 生 健 康 委 会

同 国 家 中 医 药

局印发《关于在

全 国 范 围 内 持

续开展“公立医

疗 机 构 经 济 管

理年”活动的通

知》，决 定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继 续

开展“公立医疗

机 构 经 济 管 理

年 ”活 动 ，持 续

推 动 公 立 医 疗

机 构 质 量 效 益

提升。

《 通 知 》明 确 ，

2022—2023 年 经 济 管

理 年 活 动 继 续 围 绕

“ 规 范 管 理 、提 质 增

效 、强 化 监 管 ”的 主

题 ，聚 焦 重 点 难 点 问

题，补齐短板弱项，着

力 推 动“ 以 业 财 融 合

为重点的运营管理建

设 ，助 力 提 高 医 疗 服

务 质 量 、提 升 资 源 配

置效率效益”。

（国家卫健委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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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黄如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