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日益
增长的老年人群，我市将进一步建立
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通过开展医
养结合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实施医养
结合示范创建，扩大安宁疗护标准病
房创建范围，推进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创建。计划到 2022年底前完成市级创
建率 80%。

加强人口监测和形势研判，促进
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落地见效。
积极推进 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加
快托位建设，确保达到国家建设进度
要求。加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建设，严
格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大力实施
母婴安全和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
以等级评审和绩效考核为抓手，提升
妇幼保健机构能力水平，推动妇幼重
大公共卫生项目落地见效。全面落实
妇幼风险筛查与评估，统筹实施出生
缺陷三级预防服务，实施“两癌”筛查、
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新生儿先心病
免费筛查、新生儿多种遗传代谢病筛

查项目等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抓计生协会转型升级。推动市县

两级计生协会改革举措落地见效。着
力做好生殖健康咨询服务、优生优育
指导、计生家庭帮扶、权益维护、家庭
健康促进等重点工作。助力“一老一
小”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生育支
持、青春健康、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
发展等服务。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会上，顾晓
芳表示，全市卫健干部职工要争先赶
超、追求卓越，发愤图强、重振雄风，全
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以加
强党建引领为抓手，强化卫健工作合
力；以提升干部能力为抓手，强化队伍
作风建设；以推进依法行政为抓手，强
化事业法治保障；以探索治理模式为
抓手，强化发展安全支持，坚持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
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奋力推动全
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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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健康的人群，哪有健康的城市；没有健康的
城市，哪有健康的经济？后疫情时代，任何一个区域要
在经济建设、招商引资、城市管理、人民幸福感等工作
上取得新突破，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即卫生、健康、
安全的城市环境，这对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提出了更
高要求。3月 4日，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
提供坚实的健康保障，我市卫生健康工作会议召开。
会议对今年的相关工作进行了一一部署。2022年，株
洲卫健工作到底怎么干？如何为市民提供健康、安全、
幸福的生活医疗环境？本期健康周刊将为您解读。

为培育制造名城、建设幸福株洲提供健康保障——

2022年，株洲卫健工作怎么干？
朱洁 朱卫健

健康链接

2021年株洲卫生健康大事记
1.“三医联动”实现新突破。株洲成为全国第四

个既开展药品带量采购，又开展医用耗材带量采
购的城市。

2. 医联体建设展现新面貌。醴陵市县域医共
体建设获国务院和省政府“真抓实干激励表彰”。
石峰区、芦淞区积极探索紧密型区域医联体试点。
炎陵县与市中心医院开展医疗合作。荷塘区组建
了以市人民医院、株洲恺德心血管病医院为龙头、
辖区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为成员的医联体。

3.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取得新进展。全市所有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已全面启动试点，完成了章程制定
工作，推动公立医院管理由粗放式向精准化转型。

4. 医疗核心能力提升。全市卫健系统获省科
技厅自然基金课题 22 项，省卫健委课题立项 14
项，其中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1项。

5. 突发疫情应对有力。株洲先后发生两起新
冠肺炎输入性疫情，全市卫健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团结一心、冲锋在前，全力以赴、攻坚克难。7·29 疫
情，仅用 3 天实现包围圈外零新增、10 天确诊病例
零新增、17天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6. 疫苗接种推进有力。全年累计报告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 706.21万剂次。

7. 爱卫工作提档。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
审，成为全省首个全域化国家卫生城市。顺利通过
病媒生物防制“三项达标”省级验收，实现了由 C
级到 B 级的跃升。市卫健委获评“株洲市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先进集体”。

8. 基层服务网底织牢。全市行政村卫生室标
准化率和公有产权率分别达到 95.86%、84.42%。基
本公卫连续两年考核全省排名非省会城市第一。

9. 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21 年招录定
向基层中医特岗生 97 名；省直中医医院综合实力
进入全国 100 强；市中医伤科医院全国同类医院绩
效考核中位列第 11 名；县级中医院中，三级医院占
比达到 40%。

10. 老年健康服务蓬勃发展。全市养老服务机
构与医疗卫生机构签约覆盖率达 100%；二级及以
上综合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比例达 60%。

11. 妇幼健康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全年孕产妇
零死亡。

医改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为解决当
前困扰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等难题，今
年，我市将统筹协调抓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

让药品回归治病功能，让医生回归
看病角色，是福建三明医改的经验。今
年，我市将学习借鉴“三明医改”经验，加
强部门统筹联动，全面落实关于加大财
政投入、医疗价格动态调整、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等重点环节
改革文件精神，加快推动医改各项配套
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以完善现代医院管
理制度为目标，大力推进公立医院高质
量发展。健全医保总额付费、结余留用、
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机制，引导城市医
联体、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提质扩面，规范
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促进市域内优
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推动分级诊疗制
度加快落实。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健全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
机制，强化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能力。

新时代的卫生健康不再只是看病和
治病的含义。为此，我市已持续 3年推动
健康株洲行动。

今年，我市将多措并举推进健康株
洲行动。建立健全统筹协调、监测评估等
机制，完善疾病防控和健康促进政策举
措，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转变。深化健康科普宣传，实施健康
素养促进项目，不断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广泛开展控烟宣传，持续加强无烟
环境建设。完善重大疾病防控策略，加强
结核病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守住不
发生传染病暴发疫情底线。加大慢性病
综合防控力度，健全癌症、心脑血管疾
病、慢阻肺等重点慢性病早期筛查干预
长效机制。持续推进职业病危害专项治
理，强化尘肺病监测诊断康复规范化管
理。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推进卫生城镇和
健康细胞创建，深化巩固国家卫生城市
创建成果。

我市将慎终如始抓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

会议要求，时刻绷紧疫情防控这根
弦，坚持平急结合，突出抓早、抓小、抓基
础，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
控总策略和“动态清零”的总方针，依法
精准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今年，全市各级防控指挥体系将保
持应急激活状态，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充分利用防控黄金24小时，充分发挥
流调溯源作用，以更高水平、更高效率、更
低层级、更小成本、更短时间，阻断疫情传
播。另一方面，积极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工作，依法依规开展疫苗加强接种和
序贯接种工作，做到应接尽接、愿接尽接，

为全市人民构筑强大的免疫屏障。
公共卫生是卫生健康工作的前哨和

基础，特别是在当前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的背景下。为此，我市将站在新的起点
上，科学谋划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按照省委、市委统一部署，今年我市
将积极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改革，健
全疾控网络、管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明确
疾控机构功能定位，全面提升监测预警、
流调溯源等核心能力，推进传染病智慧
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平台建设。重点项
目上，加快推进市疾控中心新建项目和
市公共卫生中心项目的建设，推进攸县、
渌口区、芦淞区 3 家县级疾控中心标准
化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

今年，我市将持续用力抓基层服
务能力提升。

大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建设，进一步强基层、补短板、提能
力。推广醴陵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成功经验，加大城市三级医院对县
级医院的精准帮扶力度，全面提升县
域综合服务能力。落实“县聘乡用”

“乡聘村用”机制，壮大基层人才队伍，
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做实做
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做好防止因病
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保持乡村
医疗卫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动态清
零，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坚实的健康

保障。
中医药方面，今年我市将守正创

新抓中医药事业发展。以争创湖南省
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为
契机，深化中医药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中医药服务体系改革、中医药投入机
制、医保和服务价格改革、中药管理创
新改革四项改革；实施中医药“服务提
质”“科技创新”“产业振兴”“炎帝神农
中医药文化”四大工程；开展中医药服
务“基层惠民”、医疗服务“中西协同”、
中医药“神农人才”培育、中医药“质量
保障”四项行动，推动中医药事业在传
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3 月 4 日，在全市
卫生健康工作会议上，
市卫健委党委书记、主
任顾晓芳表示，今年是
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落实省、市党代会部
署的开局之年，也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的关
键之年，全市卫生健康
工作将一以贯之坚持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全
市卫健工作要对标‘发
愤图强，重振雄风’工
作要求，围绕‘市场主
体培育年’和‘干部能
力提升年’活动，紧扣
‘聚焦、裂变、创新、升
级、品牌’工作思路，统
筹抓好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卫生健康事业
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
为加快培育制造名城、
建设幸福株洲提供坚
实的健康保障。”她说。

编者按

关键词一：医疗和健康
统筹医药体制改革，推进健康株洲行动

关键词二：疫情防控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聚焦公卫体系建设

关键词三：平衡和发展
持续抓基层服务能力，守正创新抓中医药发展

关键词四：“一老一小”服务体系
提档扩面抓重点人群的健康保障

医疗技术升级

职业病防治 医疗设备升级

一切为了病人，医院管理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