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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6 日下午，省
卫健委召开全省基层
卫生健康工作视频会
议，深入贯彻落实全国
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会
议和全省卫生健康工
作会议精神，总结2021
年基层卫生健康工作
进展，交流工作经验，
部署 2022 年基层卫生
健康重点任务。省卫
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黄昱出席会议并
讲话。

会议总结了 2021
年我省基层卫生健康
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
效。过去一年，全省基
层常态化疫情防控措
施有效落实，县域医疗
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
整合优化，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持续提升，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持续提
标增效，家庭医生签约
进一步做细做实，巩固
拓展健康扶贫成果与
乡村振兴工作有效衔
接。

黄昱强调，各级卫
健部门要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
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党对基层卫
生健康工作的领导，
坚 持“ 外 防 输 入 、内
防反弹”的总策略和

“ 动 态 清 零 ”的 总 方
针，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基层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要加快推进
基 层 体 制 机制改革，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

力破解本地区基层卫
生健康工作发展的瓶
颈短 板 ，并 从 抓 好 基
层常态化疫情防控、
深化基层医疗卫生综
合改革、促进基层服
务内涵与服务能力提
升、巩固健康扶贫助
力健康乡村建设、夯
实 人 才 和 信 息 化 基
础、加强基层卫生健
康工作评价等 6 个方
面提出了 16 项 2022 年
的基层卫生健康重点
工作任务。

会上，福州市卫健
委、泉州市卫健委、漳
州市漳浦县佛昙中心
卫生院、泉州市丰泽
区北峰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相关负责同
志围绕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绩效监测、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基层疫情防控等
重点工作进行经验交
流发言。基层处处长
付冬香介绍了基层卫
生 健 康 发 展 主 要 指
标、紧密型县域医共
体建设、基公卫项目
有关监测评价情况。

委机关相关处室、
省卫生计生信息中心、
省基层卫生协会负责
人等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市（县、区）卫健
委（局）负责同志、相关
科室负责人；各县域医
共体牵头机构相关负
责人等分别在市、县级
分会场参加会议。

（委基卫处）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
出台《福建省“十四五”中
医药健康发展规划》，明确
了“十四五”时期我省中医
药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
原则、发展目标、建设任务
和实施保障。

“十三五”以来，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
作，推动我省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截至 2020 年
底，全省各级中医类医疗
机构床位数 23914 张，比
2015年底增加3487张，每
万人中医类医疗机构床位
5.76张。目前全省拥有中

医类医院98所，中医药工
作在常见病、多发病、慢性
病及疑难病症、重大传染
病防治中的作用得到进一
步彰显，中医药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力明
显提升，初步形成了医疗、
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
化整体发展新格局。

《规划》明确了“十四
五”时期中医药发展的主
要目标：

中医药健康水平稳步
提高。为人民群众提供全
方位全周期中医药健康服
务，中医药健康服务人员素

质和能力明显提高。中医
药健康生活习惯初步形成。

中医药健康网络趋于
完善。力争县域常住人口
30万以上的县级中医医院
全部达到二级甲等中医医
院标准；所有的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和乡镇卫生院、
75%的村卫生所能够提供
中医药服务。

中医药健康产业持续
优化。打造若干个道地药
材大宗品种种植基地，全
省中药材种植面积（含野
生抚育与林下种植）达到
100万亩，中药材农业产值

达到 80 亿元。推动中医
药产业规模做大做强。

中医药健康环境明显
改善。建设一批中医药健
康重点项目，中医药健康
政策进一步健全，行业规
范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
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机制
更加有效，形成全社会积
极支持中医药健康发展的
良好氛围。

由省卫健委牵头起草
的《福建省“十四五”中医
药健康发展规划》，其主要
内容为：规划背景、总体要
求、建设任务、实施保障。

围绕发展目标，部署
中医药健康发展的6项主
要工作任务、3 项重点工
程，一是以健康为中心，
构建高质量中医药发展
格 局 ；二 是 彰 显 优 势 特
色，提供高品质中医药服
务模式；三是遵循自身规
律，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
才队伍；四是搭建支撑平
台，推动新业态中医药创
新发展；五是完善管理制
度，促进高水平中医药产
业发展；六是加强文化传
播，推进多形式中医药文
化发展。 （中国福建）

2022年全省基层卫生
健康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福建省“十四五”中医药健康发展规划》发布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继承发扬苏区医疗卫生
工作“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
优良传统，根据省纪委十一
届二次全会部署，将“整治边
远地区和特殊人群‘看病难’
问题，建立巡诊机制服务群
众”纳入2022年“点题整治”
项目，省卫健委结合我省实
际，制定《关于“整治边远地
区和特殊人群‘看病难’问
题，建立巡诊机制服务群众”
工作方案》。

整治目标
通过加强三级医院对口

帮扶县医院、“移动医院”巡
诊项目，2022 年重点推动千
名医师下基层，缓解群众看
病就医“急难愁盼”情况，促
进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提
升，进一步建立完善巡诊机
制。其中——

从县级以上医院抽调
1000名以上中高级职称医师
进入全省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乡镇卫生院，尤其是边
远地区的相关单位进行医疗
帮扶；

省市级医院结合对口帮
扶等工作参与对应县域内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援工
作；

“移动医院”不定期前往
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巡诊，
探索组建“行走的医生 移动
的医院”，为基层群众提供家
门口的优质医疗服务。

到10月底，25个薄弱县
（市）综合医院、所在地县政
府与输出医院签订三方帮扶
合作协议；约有8000人次中
高级职称医师下基层服务，
覆盖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服务中心，移动医院巡诊至
少两次。

到12月底，中高级职称
医 师 下 基 层 服 务 累 计 达
10000人次，三级医院对口帮
扶县医院人次达80人，进一
步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逐步建立上下联动的巡诊机
制。

工作任务
（一）开展2022年度千

名医师下基层
受援单位为全省所有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
院全覆盖，支援单位为县级
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支援单
位按要求派驻医师，结合医
疗联合体、对口帮扶等工作，
原则上要求具有中级以上职
称的医师，每月至少在受援
单位工作1天。已经按照对
口帮扶在县级医院驻点工作
的省市级医院医师根据当地
安排做好支援工作。

支援期间，重点加强技
术支援和管理指导、开展多
种形式的帮扶以及开展疾病
诊疗、健康宣教等巡回医疗
工作。支援医院根据受援的
乡镇卫生院或社区服务中心
情况，以及当地基本医疗服
务需求，帮助受援单位提升
上转率高、就医需求大的常
见病、多发病诊疗能力。以
患者需求为中心，结合基层
实际情况，推广临床适宜技
术的应用，不断充实基层医
疗卫生服务的内容和项目。

从规范诊疗行为、提升
技术水平、优化服务流程等
方面进行指导支持，全面推
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
力标准建设。通过组织专题
讲座、教学查房、病例讨论、
线上教学等形式对受援单位

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基
层卫生人员主动学习的意识
和能力，提升临床技术水
平。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可开
展远程会诊、影像、心电等远
程医疗服务，促进优质医疗
资源向基层延伸。

（二）加强三级医院对口
帮扶薄弱县医院

聚焦县级综合医院服务
能力薄弱县，指定省级和厦
门市级综合实力较强的8家
三级医院采取组团式“院包
院”或“院包科”帮扶、托管、
领办等方式，对口帮扶25个
薄弱县（市）综合医院。支援
单位是省市级三级医院，受
援医院为25个薄弱县医院。

由受援县医院、所在地
县政府与输出医院签订帮扶
合作协议，完善帮扶机制，明
确权责义务，采取“院包院”

“院包科”等组团式帮扶，对
照目标落细落实帮扶任务。

输出医院围绕帮扶重
点，提高对口帮扶人员与受
援医院需求的匹配度，派出
管理团队全面参与受援县医
院运行管理，派出人员担任
县医院院长或副院长的，连
续任职时间不少于 2 年；派
出人员担任县医院科室负责
人的，连续任职时间不少于1
年。其他下派专技人员可采
用连续派驻、定期坐诊、专家
会诊等方式开展工作。

（三）开展“移动医院”巡
诊工作

依托省市高水平医院实
施“移动医院”项目，在条件
允许的情况下不定期安排

“移动医院”巡诊，2022 年重
点面向龙岩、三明、宁德、南
平等中央苏区、革命老区组
织巡诊活动。 （委医政处）

福建：整治边远地区和特殊人群“看病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