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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促进乡村人力资

源合理配置。支持基层乡
镇卫生院招聘乡村医生，开
展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
划招聘工作。上半年已完
成 2023 届大学生乡村医生
招 聘 入 编 53 名 。 下 半 年
2024 届大学生乡村医生招
聘工作已启动。

三是健全乡村医疗卫
生体系投入机制。通过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药物
制度补助、乡镇卫生院人员
经费保障和卫技人员奖励
等资金对乡村医疗卫生机
构予以支持。加强村卫生
室服务能力建设，目前已有
12082 个村卫生室开通医保
服务。

四是健全城市支援乡
村建设机制。将全省 34 家
县级医院纳入国家“千县工
程 ”综 合 能 力 县 级 医 院 名
单，省级财政每年下达补助
资金 1.2亿元；省市 8家三级
医院对口帮扶全省 25 个薄
弱县（市）县级综合医院；组
织实施“千名医师下基层”
项目以及县域巡回医疗和
派驻服务工作，全年派出省
级医疗队 14支，巡回医疗时
间不少于 3周。

健全家庭教育指导 助
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上，莆田代表团代表傅丽云提
出了《关于发挥家庭教育指导
作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发
展的建议》，由省妇联、省教育
厅、团省委分别办理。

【典型意义】家庭是青
少年成长的第一个社会环
境，家庭教育提供了情感支
持和安全感的基础，对青少
年身心健康发展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傅丽云代表
针对青少年抑郁症发病呈
上升趋势、严重威胁青少年
身心健康这一社会普遍关
注的问题，从国家、家校和

个人层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办理成效】省教育厅

制定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
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
福建“大思政”教育体系建
设的若干意见》，推进覆盖
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建设，目前全省已有 52
个县区建立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机构，87%的县区建立
社区家庭教育服务站。建
立省市县三级协同育人联
席会议制度。将协同育人
工作成效纳入教育质量评
价、文明校园测评等评价考
核体系。

团省委依托 12355青少
年服务台，开展家庭教育能
力提升线上直播共计 7 场，
观看人次达 547.5 万次；打
造“12355+社工”服务模式，
积极开展青少年心理健康
服务人才培训，累计培训社
工 200 名，全年共受理青少
年心理咨询 9000 余通。依
托 893家少先队实践教育基
地和“红领巾先锋号”公交
专列等开展家庭教育系列
活动 200 余场次，覆盖 4.54
万人次，有效引导家长树立
科学养育观念，呵护青少年
健康成长。

省妇联开展家庭教育
科学理念和知识的宣传普
及、个性化咨询等活动 6776
场次，参与人次达 13.8 万。
推动市、县（区）建立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 97个。探索“家
庭教育特派员”工作机制，
目前已选派 1.97 万名家庭
教育特派员进驻 1.3 万个社
区（村），开展指导服务逾 2
万场。加强服务队伍专业
性建设，系统培育“家庭教
育特派员”骨干和“福爱妈
妈”代表 1000 名。组织“爱
心妈妈”队伍 7.5 万人，结对
帮 扶 留 守 困 境 儿 童 4.2 万
名。

1 月 8 日 —9 日 ，2025

年全国中医药局长会议在

北京召开，各省区市中医

药 管 理 部 门 负 责 人 总 结

2024、畅想 2025，描绘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新愿景。

福建省卫健委党组书

记、主任，省中医药管理局

局长杨闽红：

福建高度重视中西医

结合工作，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在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有力指导与支持下，

积极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

▲强化政策保障，印

发实施《福建省加强二级

以 上 综 合 医 院 中 医 药 工

作 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4—

2026 年）》，从 8 方面 27 条

措施加强二级以上综合医

院中医药工作。坚持项目

带动，推动福州大学附属

省立医院、福建省妇幼保

健院打造“中西医结合，中

医特色鲜明”的中西医协

同“旗舰”医院。

▲抓好 10个中西医协

同“旗舰”科室建设。发挥

示范引领，首创糖尿病“三

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

模式，已写入《国家基层糖

尿病防治管理指南》《国家

糖尿病基层中医防治管理

指南》，向全国推广。

▲推动传承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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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西学中”

高层次人才培养，三年培养

30名省西学中高级人才。

2025 年，将继续落实

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推进

中西医药优势互补、协同

发展。鼓励综合医院和中

医医院积极争取国家重大

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

试点项目，加强中西医结

合创新及中药研发，支持

开 展 中 西 医 协 同 科 研 攻

关，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

教育、科技、人才、产业、文

化等领域融合发展。

（人民日报客户端）

2024 年 12 月 24 日 ，

福建医科大学 2024 级同

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新

疆昌吉教学点开班仪式

暨科研平台共建共享交

流座谈会，在昌吉州人民

医院举行，87 名同等学力

申请硕士学位学员参加

开班仪式。这一活动标

志着福建医科大学与昌

吉州在医学教育领域的

合作迈出了重要一步，为

昌吉州医疗卫生事业的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据介绍，在昌吉州开

展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

请教育，是结合昌吉州医

疗人才实际需求，进一步

提升昌吉地区医疗卫生

队伍专业技能与学术素

养，推动昌吉州区域医疗

卫生事业持续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通过校院合

作，可以为昌吉州培养更

多的高素质医疗人才，造

福当地各族群众。

多年来，昌吉州人民

医院党委高度重视医疗、

教学、科研的协同发展，

贯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

致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

惠及社会民生。2024 年 8

月，在校院双方的共同努

力下，在福建援疆干部、

昌吉州人民医院常务副

院长黄春的推动下，昌吉

州人民医院成功签约成

为福建医科大学教学医

院，为昌吉地区医疗技术

人员搭建了更加优质的

学习资源及便捷的学习

平台。

此 次 开 班 仪 式 和 座

谈会的举办，是闽疆两地

在医疗卫生领域深化合

作的生动实践，对于提升

昌吉州医疗卫生人才素

质、促进当地医疗卫生事

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

为两地在更广泛领域的

合作交流奠定了坚实基

础。 （昌吉日报）

2024 年 我 国 居 民 健

康素养水平达到 31.87%，

比 2023 年提高 2.17 个百

分点，保持较快增幅。

监测结果显示，2024

年全国城市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为 34.74%，农村居

民为 29.11%，较 2023 年分

别增长 1.49个和 2.88个百

分点，城乡差距进一步缩

小。东、中、西部地区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

34.98%、31.48%和 27.27%，

较 2023 年分别增长 1.68、

2.63 和 2.83 个百分点，东

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

间的差距缩小。

城乡居民基本知识和

理念素养水平为 44.46%，

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素养

水平为 34.45%，基本技能

素 养 水 平 为 28.67% ，较

2023 年 分 别 提 升 2.46、

2.24、1.91个百分点。

6 类健康问题素养水

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安全

与急救素养 61.29%、科学

健康观素养 56.27%、健康

信息素养 44.03%、慢性病

防治素养 32.77%、基本医

疗 素 养 30.16% 和 传 染 病

防治素养 29.26%。

本次监测覆盖 31 个

省（自 治 区 、直 辖 市）的

336 个县（区）1008 个乡镇

（街道），对象为 15~69 岁

常住人口，共得到有效调

查问卷 71828 份。（健康中
国 国家卫健委网站）

福建：积极推动中西医协同发展

2024年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1.87%

校院合作 培养高素质医疗人才

对口支援对口支援

1 月 13 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在京召开全国卫

生健康基层老龄财务工

作会议暨业务培训班。

会议强调，要落实全

国卫生健康工作会议部

署，着眼增强人民群众的

健康获得感，进一步强基

层、优服务、重保障、防风

险、严监 管 ，实 施 医 疗 卫

生强基工程，推进卫生健

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

主 动 融 入 大 局 、支 持 全

局 ，把 握 各 方 面 积 极 因

素，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要着力

改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质效，扩大老年健康服务

供给，加强卫生健康经济

管理，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上海、江苏、福建、山

东、海南、重庆、甘肃、新

疆等 8 省（区、市）卫生健

康委和浙江省温州市人

民政府交流发言。

（省卫健委老龄健康
处 健康报）

福建卫健委在全国卫健基层老龄财务工作会议介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