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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闻喜

闻喜县多举措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2024 年，山西省闻喜县卫生健康系

统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

康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县委

县政府的部署要求，围绕“健康闻喜”战

略目标， 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

以党的建设为统领， 以改革创新为动

力，以“七个加强，七个实现”为抓手，优

服务、惠民生、强作风，不断提升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实干担当的作风

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全

方位、全周期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加强党的领导，实现“医心向党”品

牌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全面加强党的

建设。 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第一议题”制

度，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二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 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班子成员切实

履行好“一岗双责”，党支部书记亲自抓

好党风廉政各项工作落实，全面加强行

风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设。 三是从严从实

转变作风。 坚持“实”字当头、“干”字为

先，把强化担当视为职责所在，推进各

项工作任务落实落细，确保县委县政府

和局党组安排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加强部门联动，实现健康闻喜建设

取得新突破。 一是统筹推进 16 个专项

行动。 启动健康促进县建设，健全完善

健康中国闻喜行动的协调推进机制和

医疗机构健康促进绩效考核机制，落实

健康闻喜 16 个重大行动。 二是稳步提

升群众健康素养。 通过开展“健康知识

进万家”、健康教育“六进”、社会心理服

务“六进”等活动，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 三是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作为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健康素养、保障群众健康的重

要举措，以重点场所、薄弱环节为重点，

持续推进城乡人居环境卫生整治。

加强科学谋划，实现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取得新突破。 一是聚力县域一体化

改革提档升级。 认真贯彻落实“三个清

单”， 县医疗集团对所属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规范服务、服务质量、安全生产 、

行风建设承担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内部

管理制度，履好职、尽好责、守好岗，充

分激发乡镇卫生院发展内生动力。 二是

聚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围绕健全运行

机制、提升医疗服务水平，狠抓公立医

院管理和内涵建设，持续推进临床专科

能力建设，增强优质服务供给。 三是聚

力推进项目建设。 持续优化医疗布局，

落实好未来五年内县域卫生规划和医

疗机构设置规划，建设“15 分钟医疗健

康服务圈”。 加快推进县人民医院、县妇

幼保健院两个续建项目， 推动郭家庄、

礼元镇两个卫生院门诊住院综合楼项

目落地。 四是聚力推进分级诊疗。 推进

医疗联合体建设，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

沉和有序就医，逐步提高县域就诊率和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率。

加强均衡布局，实现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取得新突破。 一是加快推进县域医

疗能力提标扩能。 鼓励全县二级以上医

疗机构积极创建省、市重点专科 ，提高

全县医疗服务核心竞争力 ,提升常见病、

多发病诊治水平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置能力。 二是不断夯实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底”。 持续实施“固本强基”

行动，推动“优质服务基层行”，遴选 1—

2 个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县域医疗卫生

次中心。 巩固拓展健康帮扶成果，守住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不发生规模

性因病返贫两个底线。 三是继续加大卫

生人才引进培训力度。 加大急需人才引

进力度，完成年度卫生专技人员和大学

生村医招聘任务。 积极选派骨干医师到

省市医院培训进修，实施基层卫生人才

能力提升项目。

加强守正创新，实现中医药服务能

力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提升中医服务

能力。 巩固拓展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

进单位创建成果，拓宽县中医院对基层

中医馆的托管服务试点，不断加大中医

药适宜技术在基层的推广普及力度，提

高基层医疗机构中医药服务量。 二是加

大人才培养。 持续开展中医院基层名中

医传承工作室建设，加大中医药人才培

养力度。 继续开展中医药适宜技术培

训、全科医师转岗培训 、中医医术确有

专长考核等工作。 三是弘扬中医药文

化。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正式

实施七周年、中医药文化宣传周等为契

机，普及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

加强系统推进，实现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强化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 在“精细化管理、优质化服务”

上狠下功夫 , 明确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重

点任务，严格时限要求，把握工作进度，

确保项目指标规范达标，做实做细公共

卫生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二是提

高卫生应急能力。夯实免疫规划 ,强化落

实重大传染病、 地方病综合防治措施，

扎实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城乡饮

用水监测及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三

是落实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提高妇幼健

康水平，推进公共场所和用人单位母婴

设施建设扩面、提质、升级，千方百计保

障母婴安全 ，孕产妇死亡率 、婴幼儿

死 亡率分别控制在 12.8/10 万 、5.40‰

以内。

加强协调发展，实现各项工作取得

新突破。 一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 严格

落实人口和生育政策保障工作目标管

理责任制，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

动， 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精神慰藉、

走访慰问、志愿服务、保险保障等服务。

二是加强卫生综合监督执法。 认真梳理

12320 卫生健康服务热线、12345 政务热

线、网络舆情和问题线索 ，将医疗卫生

行业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

确保医疗卫生、传染病、学校卫生、生活

饮用水、职业卫生、公共场所等日常监

督覆盖率在达 100%。三是开展提升医疗

质量专项行动。 各医疗机构严格落实医

疗质量安全 18 项核心制度，严格落实提

高医疗质量 30 条措施，推进手术质量安

全、病历内涵质量等 10 个专项行动。 四

是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 各医疗卫生

单位深入开展消防安全、 施工安全、燃

气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坚决

防范发生重特 大 安 全 事 故 和 群 体 性

事件。

闻喜县卫生健康系统将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

定不移贯彻落实好党中央 、省、市工作

安排部署，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

切有利条件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锐意

进取的担当和笃行不怠的勇毅，全力推

动各项目标任务，奋力开创全县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宜居宜业

宜游地 ，幸福美好闻喜城 ” 做出卫健

贡献。 （杨李静）

“七个加强 七个实现”

助推闻喜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山西省闻喜县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

要任务，以党的建设为统领，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优服务、惠民生、强作风，不

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以实

干担当的作风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实现

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全县

人民群众健康。

一、加强科学谋划，实现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取得新突破

一是聚力县域一体化改革提档升

级。认真贯彻落实“三个清单”，县医疗

集团对所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规范

服务、服务质量、安全生产 、行风建设

承担主体责任，在严格落实“六统一”

管理的基础上 ， 向乡镇卫生院适当下

放人、财、物、事等管理权，原则上授予

中心卫生院 3 万元 、 一般卫生院 2 万

元 、分院 0 . 5 万元核支权 ，充分激发乡

镇卫生院发展内生动力。 二是聚力推

进项目建设。 持续优化医疗布局，落实

好未来五年内县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

构设置规划 ， 建设“15 分钟医疗健康

服务圈”。 投资 2400 万元，新建全县首

个公办示范性综合托育机构，托位 150

个，满足全县 0-3 岁幼儿托育需求。 投

资 90 余万元 ，打造桐城镇卫生院多功

能数字化接种门诊 ， 让疫苗接种更快

捷、更规范 、更智慧 。 加快推进县人民

医院 、 县妇幼保健院两个续建项目建

设，积极谋划搬迁运营方案。 三是聚力

推进分级诊疗。 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有序就医，

基层医疗机构 2023 年比 2022 年门急

诊人次增加了 23 . 9% ， 住院人次增加

了 56% ，下转人次增加了 136% ，床位

使用率提高了 6 . 51% 。 通过对基层医

疗机构实施“传帮带教 ”，全力提升基

层医疗服务能力，确保县人民医院“舍

得放”，乡镇卫生院“接得住 ”、辖区群

众“信得过 ”，逐步实现县域常住人口

范围内 65%的患者在基层就诊 ， 90%的

患者在县域内就诊。

二、加强统筹规划，实现医疗卫生

服务能力取得新突破

一是加快推进县级医疗能力提标扩

能。 推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体制扩面，创

建省、市重点专科 25 个。 县人民医院纳

入首批全国“千县工程”，启动临床服务

“五大”中心建设，成立肿瘤科、疼痛门诊

和慢病管理中心，加快急诊急救“五大”

中心建设， 危重孕产妇和危重新生儿救

治中心通过认证。 开展医疗质量提升专

项行动， 严格落实医疗质量安全核心制

度 18 项、医疗质量提升措施 30 条，推进

手术质量安全、病历内涵质量等 10 个专

项行动。 二是不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

务“网底”。 持续实施“固本强基”行动，12

个乡镇卫生院通过“优质服务基层行”基

本标准。 遴选 2 个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

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鼓励“一院一特

色”差异化发展，在东镇、河底等卫生院

打造肛肠、口腔等特色科室，完成村卫生

室标准化“六统一”建设，建成“15 分钟医

疗服务圈”，切实发挥基层医疗的兜底保

障作用。 三是狠抓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通过省级验

收， 乡镇卫生院全部完成高标准中医馆

建设， 村级卫生室普遍开展中医适宜技

术服务， 实现县乡村三级中医医疗服务

全覆盖。 县中医院成功升级为二级甲等

医院， 肛肠科被确定为省级中医优势专

科，骨伤科被确定为市级中医优势专科。

成立县级名医堂 1 个， 积极申报市级名

中医评选工作，现有市级名中医 3 人，开

展县级名中医评选 ， 评选名老中医 16

位，优秀青年中医 11 位。 四是加大卫生

人才引进培训力度。 通过事业单位招聘、

“三支一扶”等方式，不断充实医疗卫生

人才队伍，2016 年至今引进专技人才 300

余名。 利用“千名医师下基层”活动平台，

20 名专家下沉县人民医院进行对口支

援、手术带教 ,开展新技术服务 400 余人

次。 派出 10 名业务骨干赴山西白求恩医

院、 山西医科大附属一院等省级医院进

修学习，派出 3 名基层全科医生、27 名乡

村医生参加国培培训班。 完成继续医学

教育 1701 人，覆盖率 100%。

三、加强系统推进，实现公共卫生

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一是强化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建立

居民健康档案 36.7 万余份，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健康管理率达 85%以上，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率达 70%以上，孕

产妇健康管理率达 91.1%，0-6 岁儿童管

理率达 91.33%， 适龄儿童疫苗接种率达

90%以上，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达 90%，严

重精神障碍患者健康管理率达 80%以

上， 全县农业常住人口家庭医生签约率

达 96.46%， 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98.23%，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不断提高， 群众

满意度和知晓率逐年提升。 二是完善优

化生育支持政策。 严格落实人口和生育

政策保障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推进“普

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完成 1 所普惠托

育机构试点评选。 落实农村计生家庭奖

励扶助政策，发放奖扶资金 965 万余元。

全面开展“生育关怀行动”，为 5452 个计

生家庭、937 个计生家庭 65 岁以上老人

参保意外伤害险， 为 179 名计生家庭女

性参与女性安康保险，参保资金达 47.17

万余元， 落实 53 户 86 人计生特殊家庭

的精神慰藉、走访慰问、志愿服务、保险

保障服务。 三是落实妇幼健康促进行动。

提高妇幼健康水平， 积极开展农村妇女

免费“两癌”筛查项目，2023 年，农村妇女

“宫颈癌” 筛查任务数 3000 人， 共筛查

3034 人，完成率 101.13% ；农村妇女“乳

腺癌”筛查任务数 1000 人，共筛查 1048

人，完成率 104.8%。千方百计保障母婴安

全， 对 2032 名孕产妇开展风险筛查，全

部纳入专案管理，守牢母婴安全底线，孕

产妇死亡率、 婴幼儿死亡率分别控制在

12.8/10 万、5.40‰以内。

（赵浩方 王田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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