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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以来，广东省以改革
创新激发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活力，
推动深化医改，实现从“跟跑”向

“领跑”的阶段性跨越。广东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的“方向盘”和“引
擎”是什么？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广东如何增进人
民健康福祉？近日，记者专访了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省医改办主任朱宏。

■记者：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
行地和试验区，医改工作一直走在
全国前列。这些年来，广东医改的
主要特点是什么？

朱宏：广东医改的总体步伐既
与国家保持一致，又因地制宜，围
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从

“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展开，逐
步提高服务能力，形成“百花齐放
春满园”的局面。

从城市公立医院改革到农村
医疗网底建设，广东医改先行先
试，均已取得突破。在地方，亮出

了深圳罗湖医院集团模式、香港大
学深圳医院公立医院改革、茂名分
级诊疗探索、高州医院发展模式、广
州花都“村稳”改革、清远英德基层
综合改革等众多“新名片”。在省
级，广东涌现出强基创优行动、登峰
计划、按病种分值付费、药品集团采
购等多个改革亮点，完善深化医改
的五项制度取得显著进展，多次受
到中央层面的关注和认可，并多次
在全国会议上交流经验，实现了从

“跟跑”向“领跑”的阶段性跨越。
广东连续推出健康广东2030

规划、健康广东行动实施意见和
18 个专项行动方案，扎实推进从

“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
心”的转变。七成健康工作指标已
提前达到 2022 年国家目标要求，
受到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办表扬。

“十三五”期间，广东居民人均
预期寿命由 77.1 岁提高到 79.31
岁，孕产妇死亡率从11.56/10万下
降到 10.18/10 万，婴儿死亡率从
2.64‰下降到2.13‰。作为改革开
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具有创新基
因，敢闯敢干。在卫生健康事业的
改革发展中，这些精神主要体现在
3个方面：一是主要领导有支持开

拓创新的胸怀，省委、省政府秉持
开放态度、实事求是，大力支持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勇于尝试、敢于
拍板、灵活施策；二是注重方法论，
基层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能为党
委、政府决策提供好点子；三是各
部门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努力将
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记者：广东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走在全国前列，主要得益于哪些
举措？

朱宏：这主要得益于广东推进
打造“顶天立地”医疗卫生格局。
一是注重高地建设。投入 150 亿
元，全省遴选 50 家高水平医院进
行重点建设，实现 21 个地市全覆
盖，形成区域医学高原。省、市两
级财政统筹投入 82 亿元，形成呼
吸、肾脏病等五大国际医学中心，
创建国际医学高峰。布局建设 5
家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安排高水平
医院一对一紧密帮扶欠发达地区
的医院，提升薄弱地区医学高度。

在2020年度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中，广东有 48 家医院获 A
以上等级，数量为全国第一。

二是注重立地强基。实施 7
个大类 18 个项目，全面改善基层
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条件。配套推
进基层管理运行机制改革，深入实
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益一类财
政保障、公益二类绩效管理”。推
进基层卫生人才“县招县管镇用”，
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突出临床实
践，全面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激
发基层活力。

三是注重上下联动。为县级
医院外连“天线”，先后安排 73 家
三甲公立医院组团式紧密型帮扶
113家县级公立医院，全面提升县
级医院综合能力。大力推动医联
体建设，全省组建 74 个城市医疗
集团、428个专科联盟、121个远程
医疗协作网、104 个县域医共体。
运用信息化开展便民惠民服务，全
省225家医院建成互联网医院（占
全国 1/6），近 4000 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实现远程医疗一站会诊。

广东创新提出“县域内住院
率”，并以此为核心指标，对各地市
进行综合医改考核，考核结果通报

全省，对后3名地市进行约谈。近
年来，广东县域内住院率连年提
升，目前已达到85%左右。

推进分级诊疗，需要政府主
导、体系完整、路径清晰。广东各
级党委政府提高政治站位，重视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提高了各级医疗
机构的硬件水平。同时，强化机制
保障，提高软件水平。比如，通过

“公益一类财政保障、公益二类绩
效管理”、“县招县管镇用”、开展基
层高级职称单独评审等举措，解决
了基层人才难题。此外，建立从上
到下的一整套帮扶体系，注重帮扶
落后地区，要求帮扶紧密、长效且
有评估、有考核。

分级诊疗是一个实现医疗同
质化的过程。近年来，广东抓住

“强基层”和“建高地”两头，通过解
决“人”的关键问题，一个关口一个
关口地过、一年接着一年做，使各
层级、各区域差距进一步缩小，找
到了医改的“线头”和“钥匙”。

■记者：下一步，广东将从哪

些方面继续巩固“顶天立地”医疗
卫生格局？

朱宏：服务能力提升需要久久
为功，今年，我们将重点推进以下
工作。

继续推进“登高峰”工作。加
强五大国际医学中心、50 家高水
平医院建设，依托顶尖学科优势，
力争再布局建设一批国际医学中
心，争取若干家国家医学中心、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落户广东，新增一批国家级
临床重点专科，推进5家省级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

启动实施“强基层”新三年行
动。深化高水平医院跨区域联动
帮扶，带动 47 家中心卫生院基本
达到中等规模县级综合医院医疗
技术水平；启动实施“百县工程”
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实
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工程，
探索“县聘乡用”“乡聘村用”机
制，深化帮扶体系建设和全方位
能力提升。

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管理精细
化水平。继续开展二级、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完善医院评审评价
体系，推广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绿

色医疗”模式；调整优化省级质控
中心专业架构，开展重点领域专项
整治和综合治理，抓实全行业医疗
质量安全，深入推进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自查工作。

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
设，打造中医名院体系，争创国家
中医医学中心，建设国家区域中医
医疗中心、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市级中医特色重点医院；推动一批
市县中医医院服务能力“达标上
等”，启动“十四五”基层中医药服
务能力提升工程。

推动体制机制进一步创新。
今年，广东出台卫生健康专业技术
人才职称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将卫
生健康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设置为
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基层卫生专业
技术人才、卫生研究人才 3 个类
别，破除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
唯“帽子”倾向，并要求执业医师晋
升高级职称前有累计一年以上在
县级以下或对口支援医疗卫生机
构服务的经历，以进一步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来源：《健康报》）

卫生强省实现“领跑”
健康广东推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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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 近日，阳江市人社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应急管理局联合
举办工伤预防暨职业病防治和安
全生产管理专题培训班，介绍职
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病
防治措施，并结合近期广东连续
多日高温，多地陆续有中暑患者
送医的情况，提醒户外高温下作
业人群警惕职业性中暑和热射
病。相关领域专家还分享安全生
产、工伤保险政策法规解读等方
面的知识。今年以来，阳江市认
真贯彻落实广东省工伤预防五年
行动计划要求，制定《2022 年阳
江市工伤预防项目实施方案》，统
筹和优化各部门力量联合开展工

伤预防活动。 （林彩霞）

● 近日，省计生协联合省人
口基金会先后赴佛山、江门、中
山、东莞 4 市开展人口计生村规
民约清理修订、生育关怀基金募
捐和使用情况调研。据悉，今年
6 月以来，省计生协在全省部署
开展人口计生村规民约、自治章
程等清理修订工作。目前，多地
已按照相关流程对涉及人口计生
的村规民约、自治章程、宣传标语
等进行修订，及时根据各地实际
删除不符合中央和省相关精神及
操作性不强的内容。

（省计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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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方日报消息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广东省林草
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指出要以林草中
药材生态培育为核心，突出大宗和特色岭南中药材规范化生
产基地建设，形成产业链完整、质量生产全程可控的广东林
草中药材产业综合发展体系，筑牢有广东特色的林草中药材
保护与发展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实现广东林草中药材生
产规范化、产业化和现代化。

《指南》明确指出重点任务是加强广东林草中药材种质
资源保护和开发，建设集中药材种质资源保存、科学研究、繁
育示范、技术推广、人文教育、森林康养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
广东林草中药材育繁推一体化的创新发展基地。建设广东
林草中药材的生态培育及产业化基地，重点在北部生态发展
区打造西江肉桂、连南瑶药、南雄银杏、平远梅片树等特色南
药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推进广东林草中药材种植的规范

化、标准化、规模化、数字化，打造新时代南药金字招牌，促进
岭南中药材的产业化、品牌化经营。建设广东林草中药材产
地初加工与仓储物流基地，保证所产药材得到及时加工和收
储，方便销售和运输。完善广东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服务体
系，根据广东林草中药材产业发展需要，提供生产技术、信
息、质量检测等产业服务。提升广东林草中药材相关大健康
产品研发水平，推动岭南中药材生产技术创新升级和成果转
化，推进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和转化增值。推动中医药健康
旅游融合发展，开发更多体验性强、参与度高的中医药健康
旅游线路和中医美容、中医药养生保健等旅游产品，打造青
蒿、天然冰片、何首乌、巴戟天、荔枝、肉桂、桂圆、陈皮、橘红
等生态旅游基地，打造岭南中医药文化品牌和中医药文化养
生旅游示范基地，拓展中医药旅游产业链，完善中医药健康
旅游相关标准体系，推动中医药健康旅游高质量发展。

广东将打造林草中药材产业体系

创新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引擎
专访嘉宾：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省医改办主任 朱宏

《健康报》记者 刘也良

以县域内住院率为核心
找准分级诊疗“线头”

始终强基持续登峰

本委讯 近日，“创青春”首
届全国卫生健康行业青年创新
大赛（以下简称“创青春”）临床
护理类分赛决赛在广东启动。
本次临床护理类分赛于2021年
8月开始，通过全国各省市选拔
赛，最后有365个优秀项目进入
全国决赛，经大赛评审委员会评
选，最终有 42 个项目进入本次
决赛。决赛将采取线上答辩和
专家点评方式进行。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通过视频寄语
大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
党委常务副书记、委文明办主任
杨建立视频连线大会，省卫生健
康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一级
巡视员黄飞出席启动会，省民营
医院和卫生社团组织联合党委
专职副书记邓林峰主持大会。

“希望从事卫生健康行业的
青年们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
于创新！”启动会上，钟南山专门
录制视频寄语行业创新青年。
他表示，青年是最富活力，最具
创新能力的群体，卫生健康行业

青年要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在创
新路上矢志坚持，在本职岗位上有
所发明、有所创造，展现新时代中
国卫生健康青年奋发进取的精神
面貌。

黄飞表示，自2012年起，广东
连续 10 年举办广东护理创新大
赛，累计近 4000 个创新项目、800
多家单位参赛。他希望广东卫生
健康系统青年代表能够珍惜本次
大赛学习锻炼的机会，以赛促学、
在学习交流中取真经、练真功，推
动卫生健康系统青年创新工作焕
发新动能、展现新作为，努力为广
东卫生健康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
前列、创造新的辉煌”作出新贡献。

“创青春”是由国家卫生健康
委科教司指导，国家卫生健康委文
明办联合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共同举
办，分为生物医药类、临床医学类、
临床护理类、数字医疗类、疾病预
防与卫生管理类、中医药类6个分
赛。近期，6个分赛将陆续举办全
国决赛。

（方洪秀）

综合讯 8月22日，广东省骨
科研究院科技大楼正式揭牌启
用，该科技大楼地处广州市天河
区长兴路，为天河区人民政府与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以
下简称“南医三院”）共建，分两期
建成，将以南方医科大学及其附
属研发机构（医院）为技术力量支
撑，设置医疗、科研、成果转化、社
区卫生服务等功能区，重点建设

“一学科一实验室五中心”。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汪洪滨，南方医科大学校长
黎孟枫，天河区副区长袁笑一，南
医三院院长蔡道章，中国工程院
院士高天明等领导专家出席揭牌
仪式。

“一学科”即国家重点培育学
科“骨外科学”；“一实验室”即省
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重点实验
室；“五中心”包括GMP转化医学
平台、骨与软组织生物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骨骼疾病转化医

学创新平台、3D 打印技术中心、
干细胞与生物材料中心。

汪洪滨对南医三院在骨科专
科特色突出的综合性医院建设道
路上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表
示，省骨科研究院按照“医研产一
体化”发展思路，打造医学创新及
成果转化平台，这对于建设高水平
骨科医院，解决骨科相关公共卫生
问题大有裨益，希望省骨科研究
院科技大楼的启用，能够为更多
百姓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省骨科研究院科技大楼分南
北两个院区。北侧科技大楼定位
为医学科研中心，重点建设“一学
科一实验室五中心”。南院区定
位为骨科医院和成果转化中心，
配套政府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业
务用房，拟规划床位300张。

（方洪秀 游华玲）

本委讯 近日，省卫生健康委
官网发布消息称，从建立新生儿
筛查经费保障制度、健全出生缺
陷防控管理体系、持续扩大优生
优育知识普及面三个方面介绍

“三胎”政策下我省加强新生儿出
生缺陷防控有关情况。

在建立新生儿筛查经费保障
制度方面，我省高度重视新生儿
疾病筛查工作，把新生儿疾病筛
查作为出生缺陷综合防控重要内
容，省财政设立出生缺陷综合防
控专项资金给予保障。2015 年
起，我省设立出生缺陷综合防控
项目，省财政投入专项经费达 15
亿元。2021年进一步优化完善项
目方案，取消群众自付部分，并纳
入省十件民生实事。2021年全省
安排4.55亿元，其中省级安排2.8
亿元，进一步加大对出生缺陷综
合防控项目的支持力度，全省共
完成孕妇地中海贫血筛查 148.8
万人，唐氏综合征筛查102万人，
严重致死致残结构畸形筛查110.1
万人，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
查 122.7 万人，新生儿听力筛查
121.4万人，有效减少了严重缺陷
儿的出生。

在健全出生缺陷防控管理体
系方面，一是制定出新周期出生
缺陷综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
2020 年，省卫生健康委和省财政
厅联合印发《广东省出生缺陷综
合防控项目管理方案（2021-2023
年）》，加大投入，将全省出生缺陷

综合防控项目需方补助标准统一
调整为100%。引入NIPT、串联质
谱法等新技术，增加新生儿先天
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和早产儿视
网膜病变为免费筛查项目，将串
联质谱法筛查苯丙酮尿症和耳声
发射检查OAE+自动听性脑干反
应AABR纳入初筛阳性新生儿的
免费筛查项目。推广应用“广东
母子健康e手册”微信小程序、“出
生缺陷项目电子券”，推动数据互
联互通，将我省新周期出生缺陷
防控推向新高度。二是构建出生
缺陷三级防控服务网络。我省建
立了“一站式婚育健康检查场所”
60余家，地贫筛查实验室1364个、
产前诊断机构6４个，新生儿遗传
代谢性疾病筛查中心23家、遗传
代谢病采血点 1280 个，新生儿听
力筛查中心 14 家、诊治机构 59
家、筛查机构1243家，建立了覆盖
城乡，涵盖孕前、孕期、新生儿各
阶段的三级出生缺陷防控服务网
络，形成“省指导、市诊断、县筛
查”综合防控服务模式。三是推
进新生儿筛查信息化建设。2019
年，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广东省
妇幼健康信息平台全面上线工作
方案》，指导做好全省妇幼健康信
息平台上线应用工作，没有地市
妇幼平台的区域，可以直接通过
互联网免费使用省平台包括孕产
妇保健、儿童保健、新生儿疾病筛
查等16个子系统。2020年，省妇
幼健康信息平台进驻省政府政务

云，出生医学证明电子证照通过
省政务大数据中心实现与部门共
享。各地新筛中心可以直接应用
省平台新生儿筛查信息系统，或
者通过省政府大数据中心共享有
关新生儿信息，或者与省平台进
行数据对接。四是实施出生缺陷
救助项目。我省是国家卫生健康
委确定的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
助项目和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
目省份，截至2022年6月，全省出
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收到
378份救助申请材料，审核通过并
发 放 补 助 209 份 ，总 救 助 金 额
130.16万元，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
项目收到申请353名，审核通过并
发放补助173份，总救助金额378
万元。两项救助项目的扎实推
进，一定程度上为更多困难的遗
传代谢病及先天性结构畸形患儿
家庭提供经济援助和医疗帮助。

在持续扩大优生优育知识普

及面方面，运用好“一网络”——
三 级 妇 幼 联 动 网 络 ，“ 一 平
台”——粤妇幼官方公众号，“一
品牌”——全省妇幼公共卫生项
目宣传作品大赛，“一系列”——
风格统一的读本、画册、动漫、海
报等科普宣传作品，并结合“5·8
地贫日”“9·12 预防出生缺陷日”
全方位开展出生缺陷防控的宣传
教育。加大优生优育宣传力度，
利用省妇联“广东女性 E 家园”、
省妇儿工委办“广东省妇女儿童
发展规划信息网”等网站及“南粤
女声”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广泛
宣传免费婚检、孕检、产前筛查等
优惠政策及优生优育理念和知
识，提高育龄群众参与出生缺陷
预防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引导育
龄群众积极投身爱国卫生运动，
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降低出
生缺陷发生风险，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 （潘成均 整理）

连日来，《关于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
的指导意见》《国务院优化生
育政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等国家层面的优化生育
政策若干重磅措施陆续发
布，对接下来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省实施加强新生儿出
生缺陷防控的若干政策措
施；广州市人口福利基金会未
雨绸缪、主动作为，争做建立
多孩生育奖励机制的先行者，
均可谓正当其时、正合民意。

众人拾柴火焰高。衷心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将婚嫁、
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
与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
房、就业等相关领域相配套
的政策措施陆续出台，为加
快建立符合我省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
体系，推动我省实现适度生
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广州讯 近日，广州市人口福
利基金会贯彻落实国家积极生育
支持政策，设立鼓励积极生育的
专项基金——“多孩生育促进专
项基金”，目前正在向社会各界征
求关于设立该专项基金方案的意
见建议。据介绍，当下国内暂无

设立同类型专项基金。广州市人
口福利基金会通过设立专项基
金，给予生育多孩的家庭一次性
现金奖励，鼓励积极生育，以促进
广州市人口发展均衡化，提升人
口出生率，是建立多孩生育奖励
机制的先行者。 （周银燕）

广东加强新生儿出生缺陷防控

优化生育政策

编辑寄语

生育支持
正当其时

□潘成均

羊城：多孩生育将有现金奖励

“创青春”临床护理类
分赛决赛启动

省骨科研究院科技大楼揭牌

深圳讯 近年来，深圳市计生
协聚焦计生特殊家庭帮扶，着力做
好经济、生活、心理、医养、就业、文
化“六帮扶”，帮助计生特殊家庭解
决问题。

深圳市计生协负责人介绍，重
大节日期间慰问计生困难和特殊
家庭，为计生特殊家庭成员购买综
合保险，被保险人享有意外伤害、
重大疾病、住院医疗和陪护等保
障。该项目获评第十八届深圳关
爱行动“百佳市民满意项目”。

实现“联系人制度、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就医绿色通道”三个全
覆盖。为每个计生特殊家庭安排
社区、街道双岗联系人，计生特殊
家庭家庭医生签约率达93.7%。建
立心理帮扶机制，部分由深圳市康
宁医院和街道社区心理咨询机构
提供服务。还为计生特殊家庭每
月提供8小时家政服务。

此外，全面启动计生特殊家庭
“苔花通”爱心卡活动，累计发放
“苔花通”卡 2909 张，提供包含优
先安排入住公办养老机构；优先安
排参加医疗康复项目；优先安排符

合条件的特殊家庭申请廉租房、公
租房、安居房等保障性住房；优先
就诊、享受医疗绿色通道服务、优
先安排就业等“苔花通”服务。

在其他帮扶方面，福田区南园
街道新增中国计生协“暖心家园”阵
地，盐田区暖心家园被中国计生协
评为“暖心家园示范点”，全市6名个
人、2个志愿服务团队被评为“暖心
之星”。还提供生命关怀，探索开展
计生特殊家庭生前预嘱和意定监
护法律援助、生命体征监测一键呼
叫服务等工作。（林泽鸿 陈丽玉）

鹏城计生协务实耕耘“六帮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