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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工作
落实国家人口长期发展战略，完善配

套政策措施，构建有利于全面两孩政策
实施的制度体系。加强人口监测，科学
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正确研判人口形势，
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便民服务措施。改
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抓好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制度落实、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计划生
育多元共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人口信息
化建设等工作。

回回顾顾 砥砺奋进谱华章砥砺奋进谱华章

誓做党和人民忠诚的健康卫士
—— 常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石慧 通讯员 杨惠 彭薇凝 张洋 文/图

健康是幸福之本,是社会发展之基。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题中
应有之义,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市卫健委以健康常德建设为统揽，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指导和部署下，攻坚克难、全力争先，
积极发挥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统筹抓好疫情防控与全市卫生健康各项工作，坚决做到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确保各项工作平稳有序、顺利推进，弘扬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树
立了医疗卫生行业的良好形象，推动了我市卫生健康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人勤春来早，奋进正当时。而今的常德市卫健人秉持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
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奋勇争先，争当百姓健康的守护者，做卫健事业的追梦人。

回望2020年，市卫健委成绩不凡，疫情防控常抓不懈、综合医改成效显著、健康扶贫扎实推进、民生实
事件件落实，还荣获了“湖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红旗召唤使命，实干彰显初心，2021年嘹亮的号角已经吹响，开拓进
取、勇于担当的常德卫健人迎着朝阳，已出

发在路上……

在2019年综合医改评为全省真抓
实干激励先进单位的基础上，综合医
改工作再创新成效，药占比、耗材占
比、基层医疗机构门诊量占比等核心
指标在全省位居前列，得到了省医改
办的充分肯定。

2020 年 10 月份，全省紧密型县域
医共体建设现场推进会在我市临澧县
召开。2020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

考核通报，市第一人民医院、石门县人
民医院在全国综合排名排位B+等次，
石门县人民医院全省县级医院排名第
一，临澧县在全国医共体建设试点工
作推进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经验。

出台的《县域医共体医保基金总
额预付方案》《关于规范我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
知》《常德市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

材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实施方
案》为推进改革进行了政策配套。

继续深入实施门诊病历通用、普
及电子健康卡、检查结果互认、减少不
必要的检查项目等十项具体举措，持
续开展“医德医风建设年”活动，全面
整治医疗服务环节和医药购销领域的
不正之风，采取随机暗访、交叉检查等
多种形式组织了行业乱象督查活动，
共查办医疗卫生违法案件17起，对11
家单位和个人给予了警告，对9家单位
给予了罚款的行政处罚。通过系列措
施，进一步改善群众就医体验。

综合医改持续推进

坚持每季度进行数据核查、数据
分析、情况通报。2020 年，全市出生
人 口 数 43417 人 ，符 合 政 策 生 育 率
98.01%，人口出生率 6.79‰，自然增
长 率 1.18‰ ，出 生 人 口 性 别 比

108.21；主要考核指标继续在高水平
上运行并领跑全省。认真做好奖励
扶助对象确认工作，全市确认农村
奖扶对象 206936 人、计生特扶对象
15672 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对

象 175706 人、独生子女保健费发放
对象 21948 人，进一步做好帮扶关爱
工 作 。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 ，在 国
家、省规定标准基础上，再次提高特
别扶助金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家庭
特别扶助金（含生活补助）标准提高
至每人每月 850 元；独生子女伤残家
庭特别扶助金（含生活补助）标准每
人每月 700 元。

计生工作稳步推进

全力保障贫困人口“有地方看病、
有医生看病、有制度保障看病、少生
病”。一抓工作调度推进。该委党组会
议先后多次专题研究健康扶贫工作，解
决工作难题，将其作为全市卫生健康重
点工作考核内容，严格考核、严格奖惩、

严格兑现。整合科室工作职能，健康扶
贫工作力量增加到6人。二抓任务落实
落地。在慢病签约服务工作中，全市组
织6355名家庭医生成立1385个签约服
务团队，签约建档立卡贫困户34.43万
余人，全市建档立卡的4.99万名四类慢

病患者、5.07万名新增六类慢病患者、
5.95万名其他慢病患者全部纳入管理、
履约服务。在大病集中救治工作中，继
续采取“四定两加强”措施，对大病患者
予以专项救治、及时救治，全市确诊33
种大病，总人数 24246 人，集中救治
24190人，救治到位率99.77%；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在县域内住院，一律实行“先
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

健康扶贫扎实推进

一是建制乡镇卫生院 2 名全科医
生全覆盖已达 100%，提前完成任务。

二 是 村 卫 生 室 运 行 经 费 配 套 达 到
100%。三是完成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

28078人，占年度目标任务的102.40%，
超额完成任务。四是完成农村及城镇
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检查104957
人，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101.92%，超额
完成任务。

民生实事落实落地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救中心妇儿中
心综合大楼建设项目已启动建设，已
完成基坑支护和土方部分工程；市第

一中医医院易地新建项目已完成地下
工程，正在加速推进主体工程建设；市
第二人民医院住院综合大楼主体工程

已基本完工，即将完成内部装修工
程。扎实推进基层服务能力建设。全
市 127 个建制乡镇卫生院已完成标准
化建设 124 家，达标率 97.63%，1533 家
行政村卫生室已完成标准化建设1514
家，达标率 98.8%，已完成公有产权建
设1442家，公有产权率94.1%。

项目建设成效明显

全市建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均规范设置中医科、中药房，
建立了中医馆，配备了相应的中医诊
疗设备和 150 种以上中药饮片。1150
家行政村卫生室、450家社区卫生室配

备了必要的中医药设施，配备了100种
以上中药饮片和中成药，均能开展4类
以上中医药适宜技术。

组织开展重点专科评审，着力建
设特色中医“名科”，全市建成国家级

中医重点专科5个、省级重点和特色专
科20个、市级重点专科27个。疫情防
控初期，积极制发中药预防汤剂，免费
发放中药预防汤剂 58 万人份。“信中
医、用中医、爱中医”的氛围日趋浓
厚。2020年7月份，专家组在开展全国
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现场复评
时，对我市给予了充分肯定。

中医药事业全面发展

结合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和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对辖区内农贸市场、商场超

市等开展专项整治，各类市场严格落
实“一日一清洗一消毒”制度，对农贸
市场实施封闭式管理，严格落实“入

市者佩戴口罩、主动测量体温”等防
疫措施。积极推进卫生创建工作，
2020 年桃源县、津市市通过国卫复
审，全市新创 2 个“省级卫生镇”、3 个

“市级卫生镇”，市本级通过蝇类密度
控制达标复审。

爱国卫生运动持续强化

展望 旗帜鲜明展未来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实施“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措施，持续强化分区分级精准防控，落实
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三嵌入一纳入”措施，实施
网格化管理，强化四方责任，筑牢联防联控、群防

群控的工作体系，营造社会氛围。加快推进“五大
体系”“五大中心”建设，建立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强化卫生应急管理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制。加
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办事机构建设，建立健全各
级公共卫生风险评估等专业队伍。构建分级分层
分流的重大疫情防治体系，落实全覆盖、全环节、
全时段的常态化防控，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以健康常德行动为载体，实施疾病预防和
健康促进的中长期行动，建立健全健康教育
体系，普及健康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引导

群众建立正确的健康观，加强早期干预，形成
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和社会环
境。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开展国家
卫生城市（县城、乡镇）创建以及健康城市、村
镇建设活动，普及健康知识，推广健康生活习
惯。

全面实施健康常德行动

继续深化基层卫生综合改革，完善基层卫生
政策措施，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面落实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一类保障二类管理”以及

绩效分配“两个允许”政策。开展基层医疗机构
标准化建设，统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紧缺医疗设
备配备，积极开展定向免费本土化人才培养。逐
步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在诊疗行为中查阅、完
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引导建立以健康管理为中
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

筑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全面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实施县级
医院综合能力提升工程，提升医疗服务整体能
力，加快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快精
神、妇儿、康复、肿瘤等专科医院发展。完善医学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程序和机制，加快推进同级医

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切实减轻患者医
疗费用负担。推进医防协同，建立健全急慢分治
制度，提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强化慢
性病筛查和早期发现，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
展早诊早治工作，推动癌症、脑卒中、冠心病等慢
性病的机会性筛查，加快实现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管理干预全覆盖，努力构建全人群、全生命周
期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体系。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

整体推进疾病防控、医疗服务、应急处
置、中医药等医卫类人才协调发展。加强高

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造就一批有影响力的带
头人和团队。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专业人才
激励机制，调动医疗卫生人才的积极性。强
化医疗科技创新，完善科技攻关成果转化机
制。

加强专科学科建设

推进监督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工作，加快
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健全多
元化监管体系，创新综合监督手段，探索建立
有效的督察机制。加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人
才队伍建设，落实各级卫生监督执法机构人员

编制。推进医疗机构、公共场所、职业卫生信
用等级分类管理。加快综合监督执法信息平
台建设，实现执法信息化、执法过程全程监督
和层级监管。加快推进卫生健康领域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构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跨地
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促进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等医疗卫生领域
的诚信经营。

严格卫生健康监督执法

完善地方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标准管理体系
和工作机制，健全覆盖市县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网络。
实施并完成市、县实验室标准化工程建设，加强人员
培训。推进食品安全首席专家制度建设，推进地方食
品安全风险监测数据上报信息化平台建设。

扎实做好食品风险监测

发展老龄健康服务
着力构建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

理、长期照护、安宁疗护等六个方面，综合连续、覆盖
城乡老年健康的服务体系。

20202020 年年 11 月月 2525 日我市发现第日我市发现第 11 例例
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到到33月月66日所有病例治愈清日所有病例治愈清
零零，，市卫健委调集全市先进医疗设备市卫健委调集全市先进医疗设备、、
优质医疗专家优质医疗专家、、精干医护力量在全省精干医护力量在全省
率先采取率先采取““四个集中四个集中””救治方式救治方式，，牢牢
守住了确诊病例零死亡、医务人员零
感染、院感事件零发生、境外疫情零输
入4条底线，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得到省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得到省
委委、、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全市人民的省政府的充分肯定和全市人民的
一致认可一致认可。。截至截至20212021年年11月月44日日，，我市我市
已连续已连续317317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天无新增确诊病例，，全市累全市累
计摸排管控境外入常人员计摸排管控境外入常人员58085808人人。。

加大冷链物流防控力度加大冷链物流防控力度，，加强部加强部
门协作联动门协作联动，，对冷冻冷藏肉品严格管对冷冻冷藏肉品严格管
理理、、先检后入先检后入，，发现问题及时封存发现问题及时封存、、销销
毁毁；；对各类海鲜产品禁止进口对各类海鲜产品禁止进口、、禁止食禁止食
用用；；对冷链物流场所和从业人员严格对冷链物流场所和从业人员严格
落实防控措施落实防控措施、、定期进行抽样检测定期进行抽样检测；；研研
究制定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究制定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
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发布了发布了《《加强进口冷链食品加强进口冷链食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告》，》，确保确保
了冷鲜产品的绝对安全了冷鲜产品的绝对安全。。

20202020 年以来共组织市年以来共组织市、、县两级医县两级医
院感染督查院感染督查4242次次，，督查督导医疗机构督查督导医疗机构

11051105家家。。组织开展全市二级以上医疗组织开展全市二级以上医疗
机构开展院内全员培训机构开展院内全员培训，，举办培训班举办培训班99
期期，，培训培训1909519095人人。。医疗机构在医院进医疗机构在医院进
门口设置预检分诊站点门口设置预检分诊站点，，全市各地均全市各地均
常备了常备了11个以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个以上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建立传染病监测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建立传染病监测哨
点点66976697个个，，基本覆盖城乡全域基本覆盖城乡全域，，做到在做到在
线实时监测线实时监测。。在医疗救治能力建设在医疗救治能力建设
上上，，构建起分级构建起分级、、分层分层、、分流的重大疫分流的重大疫
情救治体系情救治体系。。在物资保障能力建设在物资保障能力建设
上上，，实行市县分级集中储备和医疗机实行市县分级集中储备和医疗机
构分散储备相结合构分散储备相结合。。全市集中储备十全市集中储备十
大类重要卫生应急物资大类重要卫生应急物资230230余万件套余万件套，，
医疗机构按照满负荷运转的要求医疗机构按照满负荷运转的要求，，储储
备了备了1010天以上的医疗救治物资天以上的医疗救治物资。。

疫情防控常抓不懈

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巩固拓
展深化医改成效。推动分级诊疗取得更大进
展。完善医联体内部管理措施和考核机制，建
立健全规范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医联体模式。

健全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深化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改革成果，完善公
立医院运行新机制，扩大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试
点范围。优化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提高政府财
政投入，逐步建立以成本和收入结构变化为基
础的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努力减少居民个人自
负卫生费用负担。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