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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全市卫生健康部门也步履铿锵地朝这一方向前行。

一年来，全市上下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六个到位”总体要求，精准织牢织密防控网，精心开展科

学救治，完成县级核酸检测能力建设，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扎实推进，取得重要成果。

一年来，从率先在全省达到所有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清零，到实现了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医务人员零感染、病人零死亡”的“双零”目标；从扎实推进县域“一体化”

改革，到孝义市、交城县的医改经验做法取得较大成效；这一切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全市卫生健康部门以着力推进“健康吕梁”建设为目标，深入改革医药卫生体制，健全基本医疗

保障制度，夯实医疗卫生基础，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使得全市卫生健康事业取得长足发展。

一年来，从部门联动、稳步推进全市健康扶贫工作，到岚县、临县被国家卫健委、国务院扶贫办评为国家健康扶贫示范县；从县域外“一站式”结算、“智慧医疗+5G 协同诊

疗”项目建设等工作开展，到全市“智慧医疗”深入推进，这一切肯定的背后，源自于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全市卫生健康工作在疫情防控防治、深化医改、健康扶贫、健康教

育、医疗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的强势推动、纵深推进。

导
读

靶向“双零目标”
靠得是什么？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来临。

2020 年 2 月 15 日上午，山西省汾

阳医院传染病区收治的最后一例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出院！截止当天，该

院收治的 6 例新冠肺炎患者已全部出

院。去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考验，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

委书记楼阳生提出的“五严五防”工作

举措，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放在第一位，行动早、摸排细、防控

严、措施实，实现了省委提出的确诊病

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的“双

零”目标，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

“双零目标”靠什么？靠的是全市

卫健部门及早行动、预先研判、超前谋

划、快速处置，全程为市委、市政府决策

指挥当好参谋助手，以战时机制确保指

挥高效，在精准落实吕梁防控作战方略

过程中，发挥承上启下、协调各方纽带

作用的有力支撑；靠的是全市卫生健康

工作者综合协调、督促检查、保障服务，

积极发挥参谋员、信息员和协调员作用

的坚守和执着；靠的是全市医护人员敢

于迎难而上，抛洒心血与汗水，尽显担

当作为的为民情怀。

从市委、市政府的一声号令到迅速

投入到这场抗击疫情的全民战役当中；

从持续加强诊疗筛查，对所有留观人

员、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人员和密切接

触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核酸检测到早

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诊断、早治疗；

从坚持“早”字诀，早发现、早报告、早诊

断、早隔离、早治疗到应检必检、应收必

收、应治必治。

作为全市疫情防控的中枢机关，市

卫健委迅速成立疫情应对领导组和工

作专班，组织全市村医、社区医生对全

市从武汉赴吕返吕人员进行摸排和医

疗监测，发现有发热及身体不适人员立

即送往辖区发热门诊规范就诊，严防疫

情扩散蔓延。全面核实核准信息，建立

了湖北、武汉返吕人员信息库。采取利

用大数据核查、入社区核查等多种方式,
全面铺开外省（市）入吕人员排查统计，

确保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抽调精锐的医疗防疫力量，先后派出两

批共 34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抗击疫情

一线，紧急驰援湖北潜江、天门、仙桃 3
市和武汉江汉方舱医院。这些肩负重

托、冲锋在前的白衣勇士以生命守护生

命，用实际行动践行救死扶伤的诺言。

疫情期间，每一个数字都牵动着吕

梁人民的心。从迅速蔓延到稳定形势，

从严抓严管到常态化防控，全市卫健部

门和疾控中心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变化，

压实属地、社区、法人单位责任，落实精

准防控，对北京、新疆、辽宁中高风险地

区来吕人员精准排查、追踪管理，建立

台账，做到严格排查、严格核酸检测、严

格 隔 离 管 理 ，做 到 不 漏 一 人 。 截 至

2020 年 11 月 26 日 6:30，全市共建立中

高风险地区来吕人员台账 874人（上海

43 人、天津 133 人、新疆 698 人），核酸

检 测 870 人 呈 阴 性,4 人 已 过 监 测 期 。

目前我市共建立了 16 个核酸检测机

构，13个县市区实现了全覆盖，检测能

力按最大能力测算日检量可达 11.6 万

人。2020年 12月各县市区疾控机构核

酸检测实验室全部投入使用，日检能力

可达到 20 万人。从 2020 年 11 月 25 日

起，凡进入吕梁市范围内的进口冷冻冷

藏肉品，在储存、销售、加工前必须按照

“凡进必检”要求，首先进入“吕梁市进

口冷冻冷藏肉品总仓”进行集中统一核

酸抽样检测和外包装消毒，竭力阻断疫

情传播风险。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怎么去深入？

推进“健康吕梁”建设，深化医改是

“重头戏”。当前，全市医改正在逐步从

试点探索、单向突破转向系统配套、全

面推进。但随着医改步入深水区，一些

深层次的普遍共性问题凸显出来。

这一点，市医改领导小组考量科

学，站位高远，而作为全市医药卫生体

制改革的牵头部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更是靶向精准，紧紧按照卫生健康委员

会安排部署，持续深入推进县域综合医

改，在落细做实、巩固成果的基础上，进

一步引深拓展、提质增效。

2020 年 4 月 30 日，市医改领导小

组召开全市一体化改革推进会，会议通

报了各县市区一体化改革关键任务落

实情况，提出了推进改革的时间表、路

线图，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在提高县

级医疗集团服务水平方面，严格按照省

委提出的每个县级医疗集团要上接“三

根天线”的要求，各县级医疗集团全部

和市级以上 1 所三甲医院签订了医联

体协议，建立了 4 个以上的专科联盟，

与医联体医院建立了远程医疗。目前，

共有 115 名专家对口帮扶全市的 13 个

县级医疗集团，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逐步提升；在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方面，

持续下沉县域医疗资源。从谋划吕梁

市人民医院新建儿科住院部项目建设

到 35个省卫健委公共卫生服务建设项

目，结合短板弱项，全市梳理谋划出 5
个市直医疗卫生建设项目，各个项目前

期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市委人才办在卫

生系统率先启动“健康吕梁引才行动计

划”。2021 年计划我市下达 20 名招聘

计划，计划再培养 60名全科医生，使全

市每万人全科医生数由 3年前的 1.3人

提高到 2.1 人，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从

为基层卫生院引进新技术、新项目，购

买支助紧缺医疗检验设备，到开展巡回

医疗下派专家，再到强化基层医务人员

培训，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逐步提高乡

村医生待遇，基层健康服务水平也在逐

步推升。

纵深推进改革发展，确立“一盘棋”

思想是重点。这一点，在疫情防控防

治 工 作 中 表 现 得 尤 为 突 出 。 疫 情 以

来，各县市区医疗集团充分发挥集团

内县乡医疗机构上下一盘棋的优势，

分批分次专题培训各级各类医疗卫生

机构医务人员 1.1 万人次，医疗集团县

级医院将人力、物资“双下沉”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统筹安排发热门诊、

病区、隔离点、社区、村入户防控医护

人员，及时开展重点人群摸排、信息报

送、健康管理等工作，形成集团防控合

力。 13 县市区医疗集团人民医院利

用自筹和财政投入已经建成核酸实验

室，确保满足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核酸

检测的需要。

经验总结、深化医改，关键是要把

握卫生改革的方向、理念和政策要求，

因地制宜进行适当调整，制定出符合当

地实际的改革方案，很明显，这一点，吕

梁正在应时而为、应势而动。

实现“全民健康”
该如何推进？

“健康吕梁”建设的推进，关键是

“全民健康”的落地。而健康扶贫工程，

更是推进“健康吕梁”建设的重要举措，

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场关键战役。

吕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一项数

据显示：截至 2020年 12月底，全市共有

62485 名贫困人口享受“三保险、三救

助”政策，费用总计 5.96亿元，报销比例

约 90.93%，加上医疗救助，贫困人口住

院综合保障比例平均达到 90%。

去年，全市上下始终把健康扶贫作

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市委、市政府牵

头抓总，成立了由分管卫生健康工作和

分管扶贫工作的两位副市长任“双组

长”的市健康扶贫领导组，形成卫生、医

保、扶贫、财政、人社、民政等部门主要

领导负责的责任体系及部门间协调配

合、合力攻坚的工作格局，健康扶贫“三

个一批”、“三保险、三救助”政策基本落

实，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到 88.39%。

—— 兜 底 保 障 政 策 体 系 完 善 建

立。市政府出台《吕梁市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医疗保障帮扶实施方案》、《关

于完善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

药保障机制的实施办法》，贫困人口实

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补充医疗

保险，以及参保缴费救助、辅助器具免

费适配救助、特殊困难帮扶救助等 6项

措施和“136兜底”政策。

——大病专项救治，对患 30 种重

大疾病，明确定点医院，实行单病种付

费，控制费用总额，大病救治率达到

100.00%。

——“双签约”，防止“签而不约、签

而难约”。全面开展推开“1+1+X”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落实分配激励机

制，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按人均

10 元、门诊统筹人均 20 元的标准用于

签约服务工作。由家庭医生和乡村干

部分别为贫困人口提供健康服务和医

保政策服务。建立签约服务考核机制，

将签约服务数量与质量、健康管理效

果、居民满意度、医药费用控制等指标

纳入卫生服务人员绩效评估体系。实

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组建服务

团队 2352支，家庭医生 4155人，建立二

级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相

互衔接的绿色就诊通道。

——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

服务全面推行。率先在全省对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一

站式”结算服务，住院患者入院时不需

缴纳住院押金，办理出院手续时患者只

需缴纳自付费用，其余费用由定点医疗

机构先行垫付，再与医保、商业保险、民

政等机构进行结算。目前，市级可通过

“一站式”结算统筹监管系统对各县、各

医疗机构的费用数据实现实时监管，彻

底解决了群众县外住院治疗无法享受

“一站式”结算的问题。开展“双签约”

服 务 ，全 市 贫 困 人 口 中 有 慢 病 患 者

81733 人，签约率 100%；治疗费用在县

域内“一站式”结算基础上，目前全市 13
个县市区均完成县域外“一站式”建设。

从完成全市“智慧医疗+5G协同诊

疗”项目第一期远程协同诊疗信息系统

建设，到打通吕梁市、县、乡、村 4 级医

疗机构的远程医疗服务通道，再到实现

开展远程会诊、远程门诊、远程影像诊

断、远程心电诊断、远程病理诊断、远程

超声以及远程示教等重点远程服务项

目，看得见的和触手可及的措施和做法

切实有效为基层提供了优质的医疗服

务，让群众“不出家门”就可以享受高级

别医疗资源、医疗服务。

从健康教育的深入到农村改厕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再到常态化疫情防

控，健康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全民健

康”在吕梁不再遥远！

全市村医知识比武大赛全市村医知识比武大赛

疫情防控在一线疫情防控在一线

健康扶贫政策进农村健康扶贫政策进农村

乡村医疗团队履约服务乡村医疗团队履约服务义诊活动成为常态义诊活动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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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诊活动进社区义诊活动进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