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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要围绕“三转变、三提高”
(即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型转
向质量效益型，提高质量；运营
模式从粗放管理转向精细管
理，提高效率；资源配置从注重
增加物质要素转向人力资源发
展，提高待遇)，完善以质量效
益为导向的公立医院绩效考核

机制。
据了解，要全面实施二级

以上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加快
推进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
创新公立医院编制和职称管
理，扩大员额制试点，对纳入员
额管理的人员与在编人员同等
对待，探索将高级职称评审下
放到三级甲等公立医院。

今年，所有县(市)都要建
成紧密型医共体，实行县乡村
一体化管理，以县带乡、以乡
带村，发挥好县级医院上联下
带的作用，形成引导优质医疗
资源向基层下沉的体制机制，
力争年内县域就诊率达到
90%、县域内基层就诊率达到
65%。

提高基层医生待遇方面，
职称评聘向基层倾斜，适当提
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级专业
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在社区、乡
镇累计工作25年以上的执业
医师，凡是符合申报条件的，不
受岗位结构比例限制，可以直
接申报基层副高级职称。

建立基层医生生活补助制
度，对在乡镇、社区工作的基层
全科医生发放岗位津贴，基层
全科医生收入不低于当地县级
综合医院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平
均收入水平，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获得收入的70%以上可用
于团队内部分配。

完善村医激励政策，探索建
立“乡聘村用”制度，将具备执业
医师或助理医师资格的村医，择
优纳入乡镇卫生院统一管理，支
持其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工伤保险，鼓励其他村
医以社会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层工作25年以上可直接申报副高职称

建成105个县域医疗中心 开展妇女“两癌”筛查140万人

今年卫生健康工作要干这些事
2020年，全省卫生健康工作有哪些重点和挑战？4月17日下午，2020年河南省卫

生健康工作会议在郑召开。会议以视频会议方式召开，各地市、济源示范区设分会场。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5年内，河南省本级要建成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每个省辖市

至少建成3所三级甲等医院，县域建设70所三级医疗机构。实施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提速工程，在重点建好心血管、儿科、肿瘤、中医4个中心的同时，积极创建呼吸、重症2个
中心，把这6大中心建成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心、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基地、高水准的科研创
新和转化平台。加快县(市)人民医院提质升级，年内建成105个县域医疗中心，全部达到
“二级甲等”水平。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董彩红

【一老一小】

老年人健康管理纳入基本公
共卫生项目绩效评价

一老一小，是家庭和全社会稳
固的关键。

河南省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
阚全程介绍，应对人口老龄化，要
进一步强化老龄办综合协调职能，
建立综合评估制度，推动老年健康
管理服务体系、老年医疗服务体
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医养结合
服务体系建设，开展老年友善医疗
卫生机构示范创建，完善老年健康
服务机制。

将老年人健康管理纳入基本公
共卫生项目绩效评价，落实县(市、
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体责任，每
年开展一次绩效评价。

每个省辖市、直管县(市)建
1～2家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

对于婴幼儿照护服务，则要适
应优化生育政策的新形势，完善人
口监测机制，深化人口发展研究，
推动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

落实托育机构登记和备案管理
办法，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
支持社会力量开展普惠性托育服
务，每个省辖市、直管县(市)建立
1～2家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带动
提升全省婴幼儿照护服务水平。

妇幼健康服务，要结合妇女儿
童新需求、新期待，持续实施妇幼
健康服务能力提升、母婴安全行
动，新建县级标准化危重孕产妇救
治中心和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各
20个。

扎实做好 0～6 岁儿童近视预
防、贫困地区儿童营养改善等工
作。

强化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
实施妇幼重点民生实事，开展妇女

“两癌”筛查 140万人，免费产前筛
查覆盖率达 55%以上，新生儿“两
病”和听力筛查率达90%以上。

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是
今年必须高质量完成的重大
政治任务。据了解，今年要坚
持精准施策，确保剩余35万
贫困人口能看得上病、看得好
病、看得起病，确保52个贫困

村每个村都有 1所标准化村
卫生室和1名合格村医；加大
督查力度，对全省20个重点
县挂牌督战，所有问题上半年
全部整改落实到位；围绕基本
医疗有保障，对照标准，补短

板、强弱项，建立健康扶贫规
范化标准化制度化长效机制，
从源头上预防因病致贫，做到
摘帽不摘责任、不摘政策、不
摘帮扶、不摘监管，不断巩固
脱贫成果。

【健康扶贫】

确保每个贫困村1所标准化村卫生室和1名合格村医

我省由中医药大省向中医
药强省转变过程，具体怎么做?

据介绍，加快建设25个省
级中医专科诊疗中心，新遴选
4个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

启动县级以上综合医院、妇幼
保健院中医药科室标准化建
设，建设125家中医馆，实现乡
镇卫生院中医科(中医馆)全覆
盖。

总结中医药参与新冠肺炎
疫情防治经验，完善重大疾病和
传染病中西医协同救治机制。
大力推广中医药防治慢性病、常
见病等适宜技术和方法等。

【中医中药】

实现乡镇卫生院中医科(中医馆)全覆盖

【深化医改】

今年所有县(市)都要建成紧密型医共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