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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勇
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15分钟就医圈”在六城区全
面铺开，医生从坐诊到上门，逾
1900个家庭医生团队守护基层，医
院从练内功到优服务，集团化办医
向更深层次挺进……

过去一年，市卫健委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开展主
题教育为抓手，健全完善省会医疗
服务体系，健康福州建设步履坚实。

2024年福州市卫健委将持续
深化医改，促进医防协同、医防融
合，着力解决群众就医的“急难愁
盼”问题，高质量推进健康福州建
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积极探索三明经验在福州的
落地实施，加强省市级医疗协作，
加强基层建设。力争到 2030 年，
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达到高收
入国家指标水平，推出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福州医改经验，以更
大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
践。

姚冠华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一级巡视员

将国考指标与日常工作的考
核相结合，将国考成绩作为杠杆，
持续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落
实疾控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全面落
实健康福建行动，加强慢性病、传
染病防治，创新加强心理健康、精
神卫生的宣传教育，加强心理健康
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工作，将这块
工作从精神专科医院延伸至基层
社区，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加
大对体系建设的投入，促进中医药
服务专项体系建设；要根据各地实
际，因地制宜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
心建设，优化资源配置；加强对专
家下基层工作的考核。

黄镇平
漳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支持漳州市在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方面先行先试。持续完善分
级诊疗制度，健全县域医共体运行
体制机制，拓展家庭医生基本医疗
服务内涵，加大卫生人才引进培养
政策措施，加强基层中医医院、妇

幼保健院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国
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
推行“整体护理按床日收费”模
式，统筹推进信息化建设，加强特
需医疗服务工作调研，落实落细
医防融合机制，集中力量加强重
点专科建设，探索破解人才队伍
职称评聘问题。

苏松炎
泉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一是要强化政治引领，完善综
合保障体系。二是要融入新发展
格局，扩容卫生健康资源。三是要
推进医防结合，筑牢公共卫生防
线。四是要倡导敢为善为，推动改
革创新争先。五是要坚持以创促
建，推进健康泉州建设。六是应对
人口老龄化，提升生育服务和妇幼
健康工作水平。

与此同时，建议对泉州辖区内
的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
设和发展给予更多的支持和指导；
建议支持泉州开展普惠托育服务
工作；建议省卫健领域闽台融合发
展试点工作能放在泉州举办。

王盛雄
三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一要更加注重公共卫生均衡
发展。加强市县疾控体系改革指
导，充分发挥疾控队伍医防协同、
医防融合作用。面对出生人口下
降趋势，指导市县妇幼保健院明
确功能定位，落实妇女儿童健康
服务，实现与综合性医院差异化
发展。二要更加注重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能力。突出县域医共体制
度设计，根据辖区人口、疾病谱等
现状，科学做好区域医疗机构设
置规划，实现区域医疗资源优化
和均衡布局。在推进“千县工程”
建设中，加大对省级对口帮扶医
院的考核，推动帮扶落地见效。
三要更加注重全民健康信息化建
设。统筹规划全省医疗卫生信息
化项目，加快推进“三医一张网”
建设，推动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围
绕电子病历、智慧服务、智慧管理
开展“三位一体”智慧医院建设和
医院信息标准化建设，实现医疗
健康信息数据全省互通共享，推
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在临床、科研
上的应用。

姚冰珊
莆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以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
重点，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提质扩
容。以实施卫生健康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为抓手，推动医疗卫生服务
体系健全完善。做优县域医共体，
做深联合病房，做实医师下基层，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以海峡
两岸生技和医疗健康产业合作区
为平台，推动莆台健康产业融合发
展。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载体，
推动多病共防和医防融合。

张雄
南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2023年，在南平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和省卫健委的精心指
导下，南平市卫健委紧紧围绕卫生
健康事业的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
心所向，深入实施“健康南平”建设，
高位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
布局，全市医疗水平、中医服务能
力、医疗人才聚集以及推进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得到快速发
展，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并成功入选
首批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尤
其是，还创新建立了“分级统筹、双
线并进、网格兜底、社会参与”的基
层医防融合多方协同机制，探索构
建了全民健康网格化服务体系，人
民群众健康服务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得到了显著提升。

2024年，南平市卫健委将全面
对标南平市委、市政府和省卫健委
的新要求、新部署，抢抓机遇、争先
进位，在抓好“一批项目”、提升“一
张网格”、推进“一项试点”、强化

“多种能力”等方面持续发力，努力
在推动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
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

建议省卫健委及相关部门能
够在推进城市医疗集团和医共体
建设、提高基层医务人员工资待
遇、促进医疗资源下沉等工作上，
给予南平更多的指导与支持。

蓝凯英
龙岩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三明医改经验获得充分肯定，
建议省卫健委统筹部署，将三明经

验在各地市因地制宜地开展，形成
一市一特色；利用好闽西丰富红医
资源，持续讲好红医故事，传承红
医精神，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比如
建设红医精神实践点、医德医风的
教育基地等；加大对基层的扶持力
度，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打通、共享
省市县乡村医疗资源，在省卫健委
的指导下，提升宣传总结水平，形
成各地医改经验；加大对各地卫健
委主要领导的培训力度，实地调研
全国、省内先进经验，提升管理水
平等。

陈健夫
宁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

希望省里出台加大卫生人才
引进培养方面的政策措施，既加强
高层次人才培养，也注重基础人才
培养，为基层医疗机构、村卫生所
培养一批临床急需和农村医学专
业人才。加强信息化建设的顶层
设计，全省“一盘棋”统筹开展省内
医院及区域卫生信息化建设工作，
促进全省医疗业务协同，助推医疗
健康大数据产业发展，切实提升行
政管理效能和医疗业务效率。

王浩
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

党组书记、局长

平潭近年来加大对医疗健康
事业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医疗服
务保障水平。重点打造“1+3+12”
医疗服务网络体系，“1”是以协和
平潭分院为龙头，强化专科建设，
促进医疗服务优质化。“3”是以平
潭中医院、海坛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以及筹建的平潭妇幼保健中
心为支撑，丰富医疗服务内容，提
高公共健康服务水平。“12”是以12
个乡镇卫生院为网格，落实双向转
诊、家签医生等机制，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的可及性，打造 15 分钟医
疗服务半径圈。

推动两岸融合，平潭出台一系
列政策鼓励台湾医学生就业、台医执
业和台资办医、台胞就医，让台胞享
受到高效便捷的服务，提升台胞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今年，我们还将
围绕对台创新方面进行探索，建议省
卫健委加强对平潭医疗健康事业的
指导，开展对台融合的试点，导入更
多的资源，将平潭打造成为独具特
色的两岸医疗融合发展“新名片”。

全面落实健康福建行动
2024年福建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各市区卫健委主任这样说

1月29日，2024年福建省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
当天下午，会议围绕省领导批示、工作报告及《2024年福建省卫生健康工作要点

（讨论稿）》进行分组讨论，来看看各地卫健委主任都说了些什么。
□本报记者 林颖 刘伟芳 陈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