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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卫健重点工作大事记
●1.疫情防控精准有效，两次击退疫情。
●2.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试点取得新进展。在市中心医院作为全国试点单位

的基础上，2021 年推荐市二医院和醴陵市中医院作为省级试点医院，目前全市
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试点全覆盖。

●3. 医联体建设展现新面貌，醴陵市县域医共体建设代表株洲获国务院和
省政府“真抓实干激励表彰”。

●4.市委、市政府将健康株洲行动纳入绩效考核。
●5.顺利通过第三次国家卫生城市复审，成为全省首个全域化国家卫生城市。
●6.健康细胞单位创建工作持续开展，成功创建健康细胞单位 43个。
●7.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出台了株洲市《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的实施意见》，启动实施中医药服务“基层惠民”行动，全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建制乡镇卫生院均已实现中医药服务“四有”要求。联合湖南中医药高专
学校每年定向培养中医特岗生 100名。

●8.新塘社区等 4个社区获批 2021 年全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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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离不开全市卫生健康事
业的高质量发展；一个城市的卫生与健康事业，关系着人民群众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时期，全市卫生健康工作面临
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这一年，市卫健系统不负市委、市政府要求，
不负人民群众嘱托，攻坚克难经受考验，全面贯彻落实“健康株洲”
行动，扎实推进各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联防联控，成功抗击疫情；三级医院“顶天”，基层医疗“立地”；
足不出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看好病；“三医联动”，破解群众看病贵
等问题，全市卫生健康事业迈上新台阶……

回望是为了更好的前行。新的一年，期待全市卫健工作贯彻落
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回应更多百姓关切，助推全市卫健事业
再上台阶。

2021年 9月 19日，株洲夏季新冠肺
炎疫情确诊病例全部“清零”。

时间回溯到 2021年 7月 29日 12时
40分，一封来自常德的协查函，打破了
株洲的安宁。时隔 16个月，新冠肺炎疫
情再次侵袭株洲。“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抓早抓小、严防输入”。7 月 29 日下
午，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
召开，以战时状态、战时思维、战时方
式、战时机制、战时作风全面迎战。

战斗打响，军令如山。市卫健委迅
速激活应急机制，引领全市卫健系统发
挥疫情防控“主力军”作用，将全市疾控
人员、医务人员和所有卫健系统干部职
工拧成一股绳。

“德尔塔”变异株传染性极强，曾出
现了 14秒内无接触传播的病例。面对如
此“狡黠”的敌人，株洲卫健人深知，必
须精准出击，打赢歼灭战，以霹雳手段
防止疫情扩散蔓延。

在疫情防控阵地，株洲疾控人组
织流调队伍，运用“大数据+网格化”手
段，线上、线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用
最快的时间将所有密接与次密接人员
管控到位。为全力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市卫健委从各级医疗机构调配核酸检
测人员，到 8 月 12 日，城市五区三轮全
员核酸检测全部完成。在医疗救治阵
地，市中心医院黄彭等医生再次回到

隔离病房，对战熟悉又陌生的“敌人”，
治愈一个又一个病人。

疫情极其复杂。1个月后，攸县再次
发现 1例新冠肺炎疫情。但因为有了经
验，我市果断处置，有效应对，很快控制
住了疫情，没有发生外溢，没有出现社
区传播。

经历两次抗疫，株洲做法最大限度
减低了疫情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
响，得到了国务院督查组和省委省政府
的高度肯定。作为牵头部门，市卫健委坚
持定期分析研判疫情防控形势，重点开
展常态化预警监测，指导各县市区各部
门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常态
化防控措施。与此同时，全力推进新冠疫
苗的接种工作，自 2020年 12月以来，株
洲累计设置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点 171个
接种台 596个，设置大型接种点 10个接
种台 121个，全市医务人员连续作战，累
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730 多万剂
次，筑牢了全市人民健康免疫屏障。

疫情防控不能松懈，在总结去年两
次抗击疫情的经验基础上，目前，全市
疫情防控应急能力不断加强。按照流调
溯源“3+N”模式，目前，全市组建了流
调队伍 74支 1116人；具备核酸检测能力
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 39 家，最大日
检量可超 6万份。2022年新年春节疫情
防控工作已周密安排，部署到位。

疫情防控，考验着株洲的医疗能力
和卫健系统的管理水平，是近年全市医
改工作不断深入、医疗能力不断提升的
一个剪影。

2021 年底，55 岁的放射性直肠炎
并直肠阴道瘘患者刘女士，在市中心医
院普外科医生的帮助下，获得新生。

刘女士曾是一名宫颈癌患者。这种
疾病的根治方法主要以放射治疗为主。
虽然她的肿瘤得到了治愈，但因为接受
了较强的放射，却出现了放射性直肠
炎，并伴有直肠阴道瘘。因为病人的直
肠与阴道之间出现了病理性相通，导致
不受控制的大便源源不断从阴道排出。
刘女士苦不堪言。

放射对患者的盆底组织造成了严
重损伤，手术修复难度非常大，导致以
往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是给患者做终
身肠造口手术。这样，患者余生都要忍
受因此带来的各种痛苦。

当很多医生对此望而却步时，市中
心医院普外二科团队决定迎难而上。凭
借丰富的经验和充分的论证，市中心医
院普外二科团队最终创造性对其实施
了病变肠管切除，直肠阴道瘘修补，结
肠经肛门拖下式吻合术。2021 年 11 月
底，医生们为刘女士进行了二期肛门成
形术。刘女士无比兴奋的出院了。“我就
知道，株洲医生值得相信，株洲医疗水
平很给力……”她感慨。

深化医改以来，我市紧抓内涵建设
核心，推动医疗服务提质，改善医疗服务

资源供给。去年，我市启动市级临床重点
专科评估工作，评选出 26个专科。启动
市财政扶持重点专科建设三年行动，确
定重点扶持项目3个、奖励项目10个。全
市国家级、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分别为 8
个和37个，居全省前列。截至目前，我市
医疗卫生领域有各类科技领军人才、学
科骨干等约300人。此外，持续推动市中
心医院和中南大学深度合作，争取了一
批优质医疗资源落地株洲。

卫生健康事业是民生事业，医改的
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株洲医改不仅要
解决看病难题，还要解决看病贵的问题。

“在医院买药，价格一清二楚，有的
比在药店买还便宜。”日前，在市人民医
院，65 岁的刘师傅一边核对自己的账
单，一边连连点赞。刘师傅有心血管疾
病，需长期服用阿托伐他汀钙片。“过
去，一盒阿托伐他汀钙片要 53元，现在
只要 46.09 元，便宜了不少。”刘师傅高
兴地说。

这是我市实施“三医联动”的一个
缩影。为了破解看病贵难题，去年，株洲
在医药、医疗、医保“三医联动”上狠下
工夫，打出一套漂亮的“组合拳”。据统
计，株洲去年在全国首创药品集采“九
市联盟”，预计年节省费用 4700 余万
元；牵头组建医用耗材带量采购“八市
联盟”，预计每年可节约费用 3000余万
元。株洲，已正式成为全国第四个既开
展药品带量采购又开展医用耗材带量
采购的城市。

在株洲，优化医疗资源分布依然是目
前株洲卫健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三
级综合医院医疗能力不断提升了，还是不
能完全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问
题，只有以健康为中心，扎实推进公共服
务项目，减少发病率，才能全面提升百姓
满意度和获得感。

2021年 4 月，在天元区嵩山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馆诊室里，社区居民
陈清华 9个月大的小孙子正在接受小儿推
拿。陈清华说，能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里享受中医药服务，安全又方便。

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是全国首批中医全科医生基层培养基地。
随着嵩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提质
改造，中医馆从一间房子到现在整个一层
楼，从以前的传统康复理疗、传统的中医
适宜技术，到现在集现代康复、残疾人康
复、中风、偏瘫等为一体，整体面貌焕然一
新。此外，该中医馆是省直中医院技术指
导重点科室，每周都有三甲医院的专家来
坐诊指导。

不仅在城区，在“医联体”的帮助下，
乡镇群众看病也不再难了。不久前，炎陵
鹿原镇 75 岁的霍奶奶在该县人民医院顺
利完成了胆总管结石去除、部分肝脏切除
术之引流管拔出手术。她的家人说，以前，

做这样的手术要去市里的医院，又折腾又
费钱，但现在，他们不“足不出县”就一样
能做好手术。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株洲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电
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93%以上；每万常住
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 2.93人；以医联体建
设为抓手推进分级诊疗，全市县域内就诊
率上升到 93.94%，居全省前列。

同时，一批公共卫生项目深入推进。
疾病预防控制能力持续提升，市疾控中心
新建项目有力推进，省指定的 4 家县级疾
控中心标准化建设全面按期保质完成；血
吸虫病防治成为全省第 1个成建制达标的
地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管控工作在
省考核中排名第 1；职业病防治工作在全
省考核中排名第 1。公众急救技能持续提
升，积极实施公众急救第一目击者培训

“民生 100”工程项目，全市 16 家基地医院
开展“现场救护第一目击者”培训活动 200
余场，培训合格 10455人，完成率超 330%。
母婴保障持续优化，全市孕产妇死亡人数
为 0，“两癌”筛查、免费产筛全面完成年度
任务。一老一小服务持续优化，全市现有
托 位 4636 个 ，全 市 养 老 机 构 医 疗 服 务
100%全覆盖，天元区新塘社区等 4个社区
获批 2021 年全国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
社区。

1 疫情防控：两次疫情应对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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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生民本：公卫服务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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