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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
为深化我省医改建真言献良策

9月 6日，根据省委制定的年度政协协商计划，省政协召开“深化我省医改工作 推动‘三医联动’深入发展”专题协商
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改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关于持续深化“三医联动”改
革的部署要求，组织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医患代表与有关部门共谋我省医药领域改革发展良策。省政协主席崔玉英主
持。副省长郑建闽出席并讲话。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有关司局负责同志专程到会并作指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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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坤

六个方面22条对策建议
“分级诊疗”、“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等成热词
会上，省政协阮诗玮副

主席作了“深化我省医改工作，

推动‘三医联动’深入发展”的

主旨发言。报告，总结了我省

医改的成效和经验，并提出了

深化我省医改需要破解的主

要问题，包括分级诊疗落实

难、医院内部改革深化难、

“药价保”集成化改革推进

难、信息化赋能构建难、全

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提供难

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六

个方面22条对策建议。

据了解，省政协党组和

主席会议高度重视该项课

题，组织开展全方位、多层

次、多形式调研，形成83份调

研报告和意见建议；先后到

省内外多地调研，向江苏、辽

宁、天津等省市书面取经，召

开30余场座谈会，面对面、点

对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组

织开展“百千万”问卷调查，

征求“百名院长、千名医生、

万名患者”意见建议，实际回

收院长（含医院书记、总会计

师）、医生、患者意见建议156

份、2410份、10309份，并形成

问卷调查分析报告；举办“回

顾不平凡医改，喜迎二十大

召开”研讨会，凝聚界别委员

和群众共识；提升协商实效，

研究“131”成果展现，即制定

“一表三图一网”（福建医改

成效表、分期实现的“目标

图”、深化医改的“施工图”、推

进落实的“实景图”、构建“三

医一张网”），助力医改向纵

深推进。

聚焦热点难点
委员、专家为医改“把

脉开方”
在专题发言环节，宋志

强 、刘 卓 群 、郭 丽 珍 、李 钦

辉、吴棉国 5 位委员和代表

聚焦“三医联动”，从医疗、

医保、医药等不同视角“把

脉”医改，结合各地实际对

医改提出意见建议。

会议特别邀请中国卫

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张振忠、

清华大学公共卫生与健康

学院常务副院长梁万年、国

医大师杨春波等医卫领域

知名专家作视频发言。

委员、专家们的精彩观

点，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9位代表即席发言
三部门现场作回应
随后的即席发言，9 位

政协委员、医卫专家和有关

方面的代表结合各自岗位

实际或亲身经历，提出了诉

求和建议。

针对分级诊疗和优化诊

疗服务等方面的问题，省卫健

委党组书记、主任杨闽红发言

回应，将结合委员们的意见建

议，围绕“大病重病在本省解

决，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

决，头疼脑热等小病在镇、村

解决”目标，进一步推进资源

的合理扩容和布局，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多措并举推动优质

资源下沉共享。

此外，将在原有预约诊

疗基础上，推动医联体牵头

医院将一定比例的专家号

源等交由家庭医生管理支

配，方便经其转诊的患者优

先就诊、检查和住院。

针对医保待遇保障方

面，省医保局党组书记、局

长林圣魁回应，下一步将围

绕多层次保障网建设，进一

步完善职工门诊共济保障、

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

助制度等政策，继续抓好医

保待遇的精准提升，重点推

进居民住院保障补短板，完

善异地就医报销政策，按病

种（DRG）收付费报销比例

不低于 50%，谈判药品医保

支付标准提高 5 个百分点，

并做好医用耗材支付标准

精准调整。同时，探索研究

“无陪护”病房医疗服务价

格、医保支持政策，全力抓

好困难群众“两病”用药保

障等为民办实事项目落实。

针对优化集采品种质量

监管的建议，省药监局副局长

张文春回应，将持续强化药品

上市后不良反应/事件日常监

测，密切关注国家及省级集采

中选品种药械不良反应/事件

的发生情况，对发现的风险信

号及时进行分析、评价、上报

和处置，为临床用药用械安全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

在大力促进中药传承

创新发展方面，医疗机构中

药制剂调剂使用试点工作

在前期福州、平潭、南平的

试点基础上，将继续探索试

点城市及试点品种，全面深

化落实我省促进中药传承

创新发展的具体措施。

在认真听取各方发言

后，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

有关司局负责同志认为，福

建省政协聚焦医改协商议政

很有意义，所提意见建议既

有针对性又具有普遍性代表

性，同时充分肯定福建医改

工作取得的成效，介绍了下

一步国家医改的重点工作。

崔玉英强调，医改是世界

性难题，是一项长期、艰巨、复

杂的系统工程。随着医改进

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如何持

续深入改”成为摆在我们面前

的共同考题。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

改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医改取

得的显著成效，以全面、辩证、

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前医改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始终保持改

革定力，既要扬长补短谋当

前，更要久久为功管长远，蹄

疾步稳推动医改高质量发

展。要持续增强改革动能，不

断汇聚改革合力，以更大的决

心、勇气和智慧，推动更高水

平的制度再造和系统重构，为

全国医改作出更多福建贡

献。她强调，省政协要发挥自

身优势，持续为深化我省医

改、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

健康生活凝心聚力，以实际行

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

郑建闽充分肯定本场协

商取得的成效和委员们的建

言成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改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来闽考察

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总结提

升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推动

“三医”深度融合、高效联动；

要以“强基层、补短板”为导

向，完善省、市、县三级医疗服

务体系，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

度建设，筑牢基层医疗服务网

底；要以“看好病、优服务”为

重点，加强重点学科和人才队

伍建设，进一步推进公立医院

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患者就

医体验；要以“提效能、促公

平”为原则，深化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逐步扩大药品耗材集

采范围，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

政策；要以“少得病、更健康”

为目标，加强疾控体系建设和

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医防结合

的健康服务模式，进一步筑牢

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加快建设

“健康福建”。（部分与会代表即
席发言详见1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