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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上午，中共福建省委
宣传部召开福建省“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系列主题新闻
发布会（第二场：在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上奋勇争先，奋力
争创改革开放引领地）。福建省卫
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宪参加新
闻发布会，并现场回答记者提问。

人民网记者提问：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
盼，优先抓好民生领域各项改革。
医改作为民生领域重要改革之一，
近年来，我省在这方面有哪些改革
进展，下一步有什么做法？

答：谢谢记者朋友的提问，我
就这个问题做一个回答。福建作
为综合医改试点省份，多年来我
们先行先试，探索形成了以三明

医改为代表的系列典型经验，这
些经验有的已上升为全省乃至全
国的政策措施。聚焦“看病难”，
布局建设“8+13”国家和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省域、市域内住院量占
比分别达到 96%、84%；着力补齐
基层医疗短板，完善县域医共体
运 行 机 制 ，基 层 诊 疗 量 占 比
57.3%、比全国均值高 5.3 个百分
点。聚焦“看病贵”，强化政府办
医投入，“十四五”以来卫生健康
财政补助年均增幅 7.9%，比同期
财政支出增速高 1.9 个百分点；深
化“药价保”集成改革，集采扩大
到 661 个药品和 48 类耗材，率先
出台的药学服务费政策已覆盖所
有三级公立医院，促进药学服务
规范开展；完善职工医保基金省

级统筹调剂机制，探索按病种、
DRG/DIP 付费等改革，不断提升
基金使用效益。聚焦“看病烦”，
免陪照护服务扩大到92家医院的
284个病区，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累
计 6.6 亿项次，共享中药房、家庭
病床、“先诊疗后付费”等改革有
序推进。通过努力，全省公立医
院门诊和出院患者满意度分列全
国第3、第2。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
战略，进一步推动医改走深走实。
一是以设区市为单元，巩固提升三
明医改经验。通过建好“一库两
队”（省级医改专家库、九市一区医
改团队、省市医改“小分队”）等方
式，引导各地把握其理念方法，着

力破解群众看病就医的“急难愁
盼”。二是以“三医”协同为路径，
健全医改推进落实机制。持续规
范诊疗行为、扩大药品耗材集采、
完善医保支付机制等，增强改革叠
加效应。三是以公益性为导向，深
化公立医院运行机制改革。健全
完善政府办医投入政策，建立以医
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推进编
制保障、薪酬分配等改革，助力医
院高质量发展。四是以基层为重
点，推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和
下沉共享。深入推进紧密型医联
体建设，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等配套政策，加快促进分级诊疗。
总之，通过深化医改，进一步助力
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卫健委体制改革处 人民网）

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一处处
长钱新春、省卫健委中医药管理
二处副处长雷冬英、福建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党委书记
周阳杰、安溪县中医院院长李朝
晖 出 席 发 布 会 ，并 回 答 记 者 提
问。省卫健委宣传处处长宁永鑫
主持发布会。

中医药重点项目建设成效明显
1 个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

心、4所中医特色重点医院建设项
目进展顺利；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
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
批准；29个专科列入国家中医优势
专科建设（或培育）单位。20个学
科纳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级中
医药重点学科建设。这些项目未
来建成投入使用，将有力提升我省
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更好满足群
众优质中医药服务需求。

群众中医药服务获得感持续增强
我省实施《福建省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十四五”行动
计划》。持续推动平和、长汀、连
城等 3 个县办中医医院空白县加
快建设公立中医医院。在 27 家
县级中医医院开展综合能力提升
项目建设，有 12 家县级中医医院
已达到三级中医医院基本标准，
全省县级中医院的服务能力得到
持续提升。支持了 36 家县级中
医医院开展“两专科一中心”建
设，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
卫生院中医馆建设全覆盖的基础
上，支持建设了 80 个精品中医
馆，在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
按标准建成中医阁776个，在全省

37家中医医院布点开展共享中药
房及中药配送服务试点项目建设，
群众享受中医药服务变得更加便
捷可及。

中医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福建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共建福建中医药大学，大
力实施闽医传承创新发展工程，推
动中医药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
全省现有国医大师2名，全国名中
医 5 名，岐黄学者（含青年岐黄学
者）9名，评选了省名中医93名；有
2人荣获首届全国中医药教学名师
称号、2人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
奖表彰。我们搭建了24个中医学
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和 66 个全国、
58个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
作室，累计开展 13 批老中医带徒
工作，培养继承人1746人次；选派
160名国内访问学者跟师各省名中
医、国医大师，中医护理、中药、创
新骨干等各类中医特色骨干代代
有传承。

培训基层中医馆骨干 1199
人，县级和基层医疗机构中医学人
才得到持续充实。加强中医医师
规范化培训，福建规范化培训结业
理论考核通过率连续 3 年位居全
国前列。

中西医协同发展扎实推进
“十四五”期间，我省遴选 20

家非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药相
关科室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
在福州大学附属省立医院、福建
省妇幼保健院实施中西医协同

“旗舰”医院建设，取得初步成
效。同步开展“西学中”高层次人

才培养，培育一批能西会中复合
型优秀人才。

中医药对外交流拓展深化
我省发挥福建海峡两岸融合

发展示范区的区位优势，已成功
举办数届海峡两岸中医药发展与
合作研讨会、海峡两岸中医药传
统文化研习营等系列活动，推动
海峡两岸中医药交流走深走实。
省卫健委与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
签署了《闽澳医疗卫生交流合作
备忘录》，支持开展包括中医药在
内的各项合作。中国－菲律宾中
医药中心、厦门中医院获批国家
中医药海外医学中心和中医药服
务出口基地建设项目，我省中医
药与东南亚国家交流合作持续深
化拓展。积极支持福建中药企业
对外交流合作，如漳州水仙药业
相继在莫桑比克、东帝汶等国家
开展风油精、无极膏等药品经销和
产品注册。

发布会上，还通报了下一阶段
的主要任务。

持续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
持续加强省、市、县三级中医

药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国家中医优
势专科建设，推进公办中医空白县
加快县级中医医院建设。

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
力争于“十五五”期间推动县

级 中 医 医 院 逐 步 实 现 五 个
“100％”，即，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达标率、基础设施标准化
率、中医类别医师占比达标率、二
甲达标率、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
达标率均达到100％。

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
服务条件

加强基层中医馆内涵建设，推
动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中医
阁建设达标扩面。推广基层中医
药适宜技术，研究制定应用中医药
适宜技术的引导和激励政策。

推进中医药重点项目建设
持续建强全省中医药龙头，推

动1个中医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4 所国家中医特色重点医院、1 个
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1个国家
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2个中西医
协同“旗舰”医院建设试点项目落
地见效。

推动中医药医教研协同发展
推进省局共建福建中医药大

学见实效，加快 20 个国家中医药
管 理 局 、省 中 医 药 重 点 学 科 建
设。继续实施省西学中高级人才
研修项目、名中医访问学者等项
目，培养一批优秀的中医药人才。

弘扬中医药文化
推动中医药海峡两岸融合发

展各项措施落地见效。持续办好
中医药文化周活动、中医养生功法
技能竞赛和中医药科普师资培训
班，助力提升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
素养水平。

人民网、健康报、福建日报、福
建广播影视集团、东南网、福建卫
生报、海峡都市报等中央、省市主
流媒体应邀参加发布会。

（省卫健委中医一处 中医二
处 宣传处 福建省中医药大学附
属第二人民医院 安溪县中医院）

发布会内容详见健康福建

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福建省卫健委参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3日，福建省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就我省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情况及下一阶段主要任务进行了介绍。我省较好
完成“十四五”中医药健康发展规划任务，在15项主要指标中，有11项已提前达标，其余指标均序时推进。

福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11项指标已提前达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