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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1 日上午，省卫健委召
开“点题整治”项目业务视频培
训会。会上，驻省卫健委纪检监
察组组长、委党组成员冯岗传达
省纪委监委“点题整治”会商会
精神；省卫健委医政处、医疗应
急处负责人分别解读“深化整治
肿瘤基因检测不规范问题 保障
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 降低患者
负担”、“整治个体医疗机构违法
违规执业行为 守护百姓就医健
康”“点题整治”项目方案内容；
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省
疾 控 局 局 长 张 国 安 到 会 并 讲
话。省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黄昱参加会议。
会议要求——
一 要 提 高 站 位 ，充 分 认 识

做 好“ 点 题 整 治 ”项 目 的 重 要
性。“点题整治”是一项民心工
程 ，是 省 纪 委 监 委 聚 焦 人 民 群
众 看 病 就 医 急 难 愁 盼 ，增 强 人
民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 的 重 要
举措。各地各单位要充分认识
做 好“ 点 题 整 治 ”工 作 的 重 要
性，医疗机构要高度重视“点题
整治”工作，从加强医疗机构内
部 管 理 、完 善 相 关 工 作 制 度 入
手 ，不 断 提 升 患 者 就 医 满 意 度
和获得感。

二 要 抓 住 重 点 ，扎 实 推 进
“点题整治”各项工作。以此次
“点题整治”为抓手，进一步加
大 诊 所 监 管 力 度 ，创 新 监 管 方
式，完善全行业、全流程监管机
制 ，彻 底 清 理 整 顿 诊 所 违 法 违
规执业行为。在规范肿瘤基因
检 测 项 目 开 具 、建 立 健 全 肿 瘤
基 因 检 测 制 度 、规 范 肿 瘤 基 因
检 测 价 格 项 目 收 费 标 准 、加 强
肿 瘤 基 因 检 测 信 息 管 理 、肿 瘤
基因检测监督检查等方面持续
深化整治肿瘤基因检测不规范
问题。

三 要 总 结 提 升 ，将 整 治 成

效转化为制度成果。各地要及
时 对 整 治 工 作 进 行 总 结 ，通 过
完 善 制 度 封 堵 工 作 漏 洞 ，将 整
治 成 效 转 化 为 制 度 成 果 ，形 成
长效治理机制。

会 议 以 视 频 方 式 召 开 ，省
医保局、药监局、省卫健委相关
处室负责人以及省卫生健康监
督 所 、省 临 检 中 心 负 责 人 在 主
会场参加会议。各设区市卫健
委 、平 潭 综 合 实 验 区 社 会 事 业
局，各县（市、区）卫健局，省属
各 医 院 分 管 领 导 、相 关 科 室 负
责人在分会场参会。

（省卫健委医疗应急处）

5月11日上午，福建省卫生监
督机构“点题整治”工作视频培
训会召开，省、市、县卫生监督机
构“点题整治”工作人员 150 余
人参加会议。

会上，福建省卫生健康监督
所所长缪伟就贯彻落实省纪委监
委2024年“点题整治”个体医疗机
构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百姓就医
健康安全要求，提出卫生监督机
构“点题整治”工作要点，要求各
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加强组织领

导，有序有力推进自查自纠、集中
整治、总结提高三个阶段“点题整
治”工作；同时，对各地提出的 20
余个问题逐个进行解答，指导基
层卫生监督机构把“点题整治”工
作做实做到位。

福建省诊所诊疗监督系统技
术支撑机构福建省星云大数据应
用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参加会
议，表态将做好技术支撑和运行
保障工作。

（福建卫生健康监督）

近日，国家疾控局发布《学生
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南》，首次
明确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的概
念，指出当多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存
在共同的风险因素时，应采取综合
干预措施，探索建立政府—专业机
构—学校—家庭—社区“五位一
体”的多病共防协作模式。

《指南》由国家疾控局卫生免
疫司组织安徽医科大学和中国疾
控中心儿少/学校卫生中心有关专
家起草。《指南》界定了多病、学生
常见病及健康问题以及多病共防

的定义。多病，是指同一个体同时
患有2种及以上疾病或健康问题，
各种疾病或健康问题之间可以互
不相关，也可以相互影响。学生常
见病及健康问题，是指在学生群体
中经常发生、患病率较高、对个体
健康与社会适应产生较大影响的
疾病或健康问题，包括近视、超重
肥胖、脊柱弯曲异常、传染病、龋
齿、心理健康问题等。多病共防，
是指多病中病因相同或具有共同
的风险因素时，可采取多病共防策
略。如日间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缺乏、静态行为、睡眠节律紊乱、社
会时差大、夜间接触光源刺激时间
过长、营养失衡、亲子交流缺乏等，
往往是学生群体近视、超重肥胖、
脊柱弯曲异常和心理健康问题的
共同风险因素，通过增加体育锻炼
和户外活动、充足睡眠和早睡早
起、规律生活、均衡营养、加强亲子
交流等，可同时预防多种疾病或健
康问题，达到多病共防的目标。

为有效实施多病共防策略，
《指南》提出，依托全国学生常见
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工

作平台，开展全面的学生健康影
响因素监测。根据《指南》，实施
公共卫生综合干预措施分三个阶
段：一级干预主要侧重于推广简
单易行、效果可靠的干预技术，同
时改善学校环境和加强健康教
育；二级干预注重早期发现高危
群体，进行分级管理，并针对重点
人群开展干预；三级干预针对已
出现多病共患的学生，指导学生
到专业机构确诊和治疗，并加大
重点人群的干预力度。

（健康报）

省卫健委召开“点题整治”项目业务视频培训会

全省卫生监督机构
“点题整治”工作培训会召开 近日，国家疾控局、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5 个部门联合发布《全国包虫
病等重点寄生虫病综合防治实
施方案（2024—2030 年）》，提出
到 2030 年全国所有包虫病流行
县达到疫情控制标准，继续巩
固全国消除疟疾成果，进一步
降低黑热病公共卫生危害，推
进土源性线虫病传播控制和阻
断进程，控制食源性寄生虫病
流行和暴发。

针对不同重点寄生虫病，
《实施方案》提出了具体目标。
比如，到 2025 年，50%以上的包
虫病流行县达到疫情控制标
准；到2030 年，全部流行县达到
疫情控制标准。到 2025 年，黑
热病重点流行县发病率控制在
1/1 万以下；到 2030 年，90%的
重点流行县发病率控制在 1/10
万以下。到 2025 年和 2030 年，
土源性线虫病重点流行省份土
源性线虫感染率分别下降 10%
和 30%以上。到 2025 年和 2030

年，食源性寄生虫病重点流行
省份肝吸虫感染率分别下降
5%和 15%以上，其他省份继续
维持较低流行水平，控制带绦
虫病、囊尾蚴病、肺吸虫病流
行，防止广州管圆线虫病、旋毛
虫病等食源性寄生虫病暴发。
针对不同的寄生虫病，实施方
案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治策略
和措施。

《实施方案》明确，卫生健
康、疾控部门负责加强对重点
寄生虫病防治工作的统筹协
调，牵头制定重点寄生虫病防
治目标、防控策略、防治措施和
技术方案，指导完善寄生虫病
监测体系及信息网络，定期组
织开展风险评估，及时发布和
通报防治信息，加强对基层防
治机构的技术指导。加强基层
疾控及综合（专科）医院等机构
人员技能培训，提高疫情防控、
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处置、病
人救治能力。

（健康报）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
自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条例》提出，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
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
关的活动。此外，《条例》强化对

器官捐献的宣传引导，进一步推
动器官捐献工作；完善器官获取
和分配制度，实行全流程管理；
加强器官移植技术应用管理，保
障医疗质量。

（中国政府网）

学生常见病多病共防技术指南发布

重点寄生虫病防治目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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