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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福建
健康福建

福建省卫健委宣传处

提高效率提高效率 提升效能提升效能 提增效益提增效益

6 月 13 日，省委书记尹力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5月 27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九次集体学习和在四川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致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成立 40 周年和中国儿童中心

成立 40 周年及 2022 年六五环境

日国家主场活动的贺信精神，研

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为遵循，扎

扎实实抓好我省相关工作落地落

实。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

推进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

防风险等重点工作，全力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和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中 国 共 产 党 政 治 协 商 工 作 条

例》。会议审议了《关于推进林业

改革发展再出发的意见》。会议

强调，要认真落实第九次全国信

访工作会议精神，要认真落实全

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

彰大会精神。会议审议了《中共

福建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

会议审议了《福建省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实施方案》，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老龄工

作重点工作任务和政策举措落地见

效，让老年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安

享幸福晚年。要强化需求导向、健

全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加快发展银发经济。要强

化权益保障、完善优待政策，深入开

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各

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

好老龄工作，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形成良好社会氛围。

（《福建日报》）

到 2025年，中医药高质量

发展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

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

医药服务体系基本健全，中医

药健康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进一步增强……日前，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十四

五”中医药健康发展规划》，明

确“十四五”时期福建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的“小目标”，让中

医药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群

众。

织牢基层中医药服务网

“ 没 想 到 理 疗 效 果 这 么

好，现在手臂可以慢慢抬起来

了！”一周多来，肩颈不适的福

州市仓山区金山街道居民李

春花（化名）每天都会到社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的 中 医 馆 做 理

疗 。 几 次 治 疗

下来，李春花不

仅被中医馆成功“圈粉”，还主

动向好几个邻居推荐了中医

馆的服务，成为中医馆的“推

荐官”。

近年来，我省中医药服务

网络进一步健全，越来越多的

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方便又

实惠的中医服务。据统计，

“十三五”末，全省 889 家基层

中医馆占全省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数的 80.1%，

全省 10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99.77% 的 乡 镇 卫 生 院 、

87.95% 的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站 、

73.53%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

中医药服务。但仍存在高质

量供给不够、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人才总量不足、创新体系

不完善、发展特色不突出等问

题。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

“十四五”时期，我省将以健康

为中心，构建高质量中医药发

展格局，为基层中医药服务

“强筋健骨、固本培元”。

龙头中医医疗机构要做

强，积极推进中医（含中西医

结合）方向的国家医学中心、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创建工作。骨干中

医医疗机构要做大，鼓励各地

根据需要适当扩大中医类医

院规模，提高中医类医院在当

地的床位数和诊疗量占比。

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要做实，

鼓励三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

多种形式的医联体，二级甲等

以上县级中医医院牵头组建

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其他医

疗机构中医科室要做全，二级

及以上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中

医类科室的占比不低于 90%，

中 医 科 床 位 数 占 比 不 低 于

5%，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中医

门诊部、诊所。

到 2025年，我省力争实现

每千人口中医类别执业（助

理）医师数 0.52 人，县办中医

医疗机构（医院、门诊部、诊

所）覆盖率 100%，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

医馆的比例 100%，努力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看上“好中医”

的梦想照进现实。

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

在重点人群和慢性病患

者中推广 20 个以上中医治未

病干预方案，持续开展 0~36

个月儿童、65岁以上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的中医药健康管理，

巩固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中医药健康管理目标人

群覆盖率和效果……《规划》

专门提出“充分彰显中医药优

势特色，提供高品质中医药服

务模式”这一重要任务，让中

医药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群

众。

要让老百姓享受到优质

高效的中医药特色服务，最重

要的是加快建设大批高素质

中医药人才队伍，壮大中医药

人才后备力量。记者从省卫

健委获悉，“十四五”时期是福

建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超越

的战略机遇期，迫切需要大批

高素质中医药人才及后备力

量。

为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

才队伍，《规划》

提出，开展“中

医 药 文 化 进 中

学校园”活动，

全省每个设区市确定一个中

医 药 文 化 教 育 试 点 县（市 、

区）。支持建设一批中医药高

水平学科，力争建设 10 个左

右中医药类一流本科专业。

推动省（部）局共建福建中医

药大学，开展定向委培中医医

学生。同时，遵循中医药人才

成长规律，突出福建特色，加

强 2 个国家级和 22 个省级中

医学术流派建设，再评审遴选

30名省名中医，建设省名中医

传承工作室等高层次人才培

养基地。

此外，加强中医药科学研

究，建设 1 个省中医药发展研

究中心，加强中医药科学院、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中医药重

点研究室及实验室建设，让中

医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活力。 （《福建日报》）

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21 年，福建省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6.76%，比 2020 年

提高 3.01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36

个百分点，实现 11年稳步提升态势。

监测数据显示，2021 年，福建省城市居

民 健 康 素 养 水 平 为 40.89% ，农 村 居 民 为

17.79%，较 2020 年分别增长 6.16 和 1.21 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

平为 41.26%，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水

平为 26.84%，基本技能素养水平为 26.74%，

较 2020 年分别提高 0.51、1.61、1.16 个百分

点。六类健康问题素养水平由高到低依次

为：安全与急救素养 65.31%、科学健康观素

养 51.49%、健康信息素养 42.02%、慢性病防

治素养 35.93%、传染病防治素养 27.95%和

基本医疗素养 22.53%；其中基本医疗素养、

安全与急救素养、健康信息素养和慢性病防

治素养均有提升，科学健康观素养和传染病

防治素养与 2020年基本持平。

本次监测内容以《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基本知识与技能》为依据，在国家卫生

健康委统一抽样和省级扩点的情况下进行，

监测范围覆盖全省九个设区市和平潭综合

实验区共 14 个区县 42 个乡镇（街道），共调

查 3554名 15~69岁常住居民。

延伸知识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

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做出

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

它包含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素养、健康生活

方式与行为素养和基本技能素养等三方面

内容；反映了科学健康观素养、传染病防治

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安全与急救素养、基

本医疗素养和健康信息素养等六类健康问

题素养。

世界卫生组织把公民健康素养指标作

为评价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指标之一。

(委宣传处 福建省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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