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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下午，省卫健委党组
书记、主任杨闽红赴福州市仓山区
调研基层卫生健康工作。

杨闽红先后到福州市仓山区
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
新镇卫生院、建新镇冯宅村卫生
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深入全
科门诊、中医馆、预防接种门诊
等，了解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
状况、人员配备、市属医院医联
体资源下沉情况，与基层医务人
员就乡村一体化服务、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家庭医生签约等工作
开展情况进行交流。

杨闽红强调——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卫生健

康服务体系的网底，是保障居民健
康的第一道防线。要切实贯彻落
实全国“两会”精神，着眼推进分级
诊疗，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
层。

一要继续加强紧密型医联体
建设，落实牵头医院责任，引导
上级医院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医护人才下沉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结合“千名医师下基层”行
动，开展坐诊巡诊、临床带教、培
训帮扶，提升基层卫技人员临床
服务能力。

二要不断优化基层服务模
式，以满足群众就近就医体验为
出发点，以重点人群健康管理、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开设家庭
病床等为重点，贴近群众需求，
变被动疾病管理为主动健康服
务。发挥信息化、智能化服务优

势，为居民预约就医和健康管理
服务提供便利，增强居民认可度
和信赖感。

三要强化基层人才队伍建
设。聚焦基层医务人员业务能力
培养和职称晋升，创造学习交流的
机会，提高医务人员收入待遇，激
发队伍内生动力。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宪，委
基层卫生健康处负责同志陪同参
加调研。

（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

近日，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国
家疾控局联合印发
通知，决定在2024年
3 月以“有效减少近
视发生 共同守护光
明未来”为主题，开
展第8个全国近视防
控宣传教育月活动。

通知从推进近
视防控“六个一”试
点、确保中小学生课
间正常活动、深入开
展近视防控宣传教
育、开展中小学生视
力监测、严厉打击营
销环节违法行为、选
树推广近视防控先
进典型等6个方面作
出具体部署。

通知明确，教育部命名
的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改革试验区和试点县（市、
区）结合近视防控改革试验
试点工作要求，在中小学校、
幼儿园部署开展“每班张贴
一张标准对数视力表、中小
学生每天上下午各做一次眼
保健操、每月开展一次班级
内视力自测、每季度开展一
次近视防控科普宣教活动、
每学期初开展一次专题部
署、每年跟踪对比分析一次
全校学生视力状况”等“六个
一”近视防控试点，探索总结
近视防控创新举措和有效方
法。

通知要求，中小学校在
每个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
室适量活动和放松，每天统
一安排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
动，缓解视力疲劳。中小学
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开展一
次视力监测。 （健康报）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中央网
信办等9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医
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工作的意
见》。《意见》围绕医疗监督跨部门
执法联动的关键工作，从建立工作
机制、突出重点执法、创新执法手
段等三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要求。

明确执法联动工作机制
各地要加强医疗监督执法队

伍建设，开展医疗监督执法队伍培
训。

建立健全定期会商工作机
制。各地要建立健全以卫生健康
部门牵头，市场监管、医疗保障、中
医药、药品监管、公安、网信等部门
为成员单位的医疗监督跨部门执
法联动会商机制。

建立联合监督执法要情工作
清单。要根据本部门日常监督执
法发现或医疗机构在自查中反映
涉及医疗执业过程中突出问题和
系统性风险，以及舆情监测发现、
群众投诉举报反映的重大违法问
题线索等要情，探索建立、形成联
合监督执法工作清单。

推进问题线索跨部门联合处
置。建立“一案多查”机制，在查办
医疗机构相关违法行为的同时，要
将发现的违法主体上下游关联企
业、单位涉嫌违法行为另案处理或
通报有管辖权的行政部门。

建立重大案件督办机制。对
社会关注、可能引发重大舆情的案
件，可由相关成员部门组成联合调
查组，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确保案
件处理及时稳妥。

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
接。地方各级卫生健康、市场监管
等行政部门要与公安、法院、检察
院等司法机关加强信息共享、线索
移送、联合调查、法律适用等方面

协调配合，建立健全行刑双向衔接
机制。

建立健全监督执法结果协同
运用机制。探索监督执法结果与
医疗机构校验、等级评审、医保定
点协议管理等以及与从业人员评
先评优等的挂钩机制，推进监督执
法结果统筹运用。

明确执法联动工作方向
联合开展随机抽查。地方各

级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疗保障、
中医药等部门可结合工作职责和
监督需求，针对重点领域、重点机
构发起联合随机抽查任务。

联合开展医疗执业活动突出
问题专项整治。各部门要结合医
疗执业日常监督、举报投诉、社会
关注热点等情况，针对医疗美容、
辅助生殖、健康体检、医学检验、互
联网医疗等重点执业活动，以及非
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
性别人工终止妊娠、倒买倒卖出生
医学证明或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
明、非法回收药品等违法违规行
为，组织开展联合专项整治。

规范民营医院发展。各地要
为民营医院提供公平的市场准入
机制和经营环境。落实对医疗机
构的日常运营和服务质量的监督
和抽查。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地方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将打击非法行
医作为医疗监督执法的常态工作，
对非法行医“查早查小”“露头就
打”，要逐步完善跨地区行政处罚
信息共享机制，解决好异地两次行
政处罚未能及时移送追究刑事责
任问题。

严肃查处发布违法广告和有
害信息的行为。地方各级市场监
管部门要严厉查处未经审查发布

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的行为。重点
查处未经卫生健康部门审查和未
按照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发布医疗
广告的行为。加强互联网虚假医
疗、药品、医疗器械信息监测，对医
院自建网站、公众号等发布的虚假
医疗信息进行清理，净化社会网络
环境。

严厉打击破坏公平就医秩序
的行为。地方各级公安、卫生健
康、中医药等部门要对医疗机构内
及周边活动的“医托”“号贩子”“黑
救护”“黑护工”情况以及涉医谣言
和恶意炒作等进行摸排，对扰乱正
常医疗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
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管
理处罚，对涉嫌犯罪的，由司法机
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明确执法联动工作手段
创新赋能推进监督执法信息

共享。各地要加强监督执法平台
建设，探索建立省级医疗监督管理
平台。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互联
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实现数
据共享互通，破除“信息孤岛”。

探索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各
地要探索应用数据模型，建立风险
预警机制，运用非现场执法手段，
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充分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整合抽查抽检、定点
监测、违法失信、投诉举报等相关
信息，加强风险评估和分析。

强化信用管理和结果应用。
各地要积极应用数据分析，推动
医 疗 服 务 领 域 信 用 监 督 管 理 。
各部门要依职责推动建立医疗
机 构 、医 务 人 员 等 信 用 记 录 制
度，依法依规通过“信用中国”网
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向社会公示。
（国家卫健委网站 新闻联播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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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医疗监督跨部门执法联动

省卫健委领导调研基层卫生健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