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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家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淄博人均期望寿命达79.53岁

在记者提问环节，肖洪涛等人对新冠肺炎疫情常
态化防控、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问题、优化卫生健康环
境等方面的问题作了回答。

核酸检测能力能满足居民需要吗？

淄博市各级疾控中心已
全部建成生物安全二级实验
室，共配备核酸检测设备21
套、80名专业人员。其中，市
疾控中心配备了5套核酸检
测设备，具有多病原检测
能力。

淄博市已有37家医疗、
疾控机构具备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能力，配备核酸检测设
备91套，587名人员取得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专项培训合格
证 ，日 单 检 能 力 达 到 7 . 2

万份。
依托淄博市中心医院、

市第一医院、临淄区人民医
院分别组建了城市核酸检测
基地，确保每个基地日检测
能力达到1万份。持续推进
城市检测基地建设，在完成3
处城市检测基地建设基础
上，依托桓台县人民医院、卫
康医学检验检测中心再建设
2处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届时
将 满 足 大 规 模 核 酸 检 测
需要。

对口帮扶有哪些长效机制？

“十三五”时期，淄博市
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
康中国战略的总体要求，始
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健
康为根本，积极回应群众需
求，统筹城市优质医疗卫生
资源，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
心下移，加快推动城乡医疗
卫生服务均等化，使偏远、基
层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

今年10月份，淄博市启
动“百家名医基层工作站”建
设，延续“第一村医”帮扶机
制，深入基层开展医疗卫生
和健康扶贫等工作。目前，
首批88个“名医基层工作站”
已全部建成，由淄博市37家

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及三级民
营医院对乡镇卫生院进行对
口结对帮扶。首批选派名医
专家、优秀医师292人，其中
名医专家88人、具有中级职
称优秀医师204人。围绕特
色专科建设、日常诊疗服务、
传 帮 带 培 训 等 方 面 开 展
工作。

同时，淄博市还有9个专
科联盟、20个县域医共体，还
有不断探索完善的“互联网
+分级诊疗”服务和“行走的
医生 流动的医院”流动医疗
机制，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到基层，把优质健康服务送
到百姓家门口。

“十三五”期间，淄博市
启动了市中心医院西院区、
市妇幼保健院新院区等13个
医疗卫生重点项目建设，随
着项目的建成投用，配置各
种“高、精、尖”硬件设施，极
大改善了群众就医环境。今
年，淄博市卫健委又指导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开展了“看
病不求人 患者少跑腿”优化
卫生健康环境系列活动，旨
在通过简化服务流程、改善
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来
提高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

鼓励有条件的三甲医院
开展日间手术，逐步扩大手
术病种范围，缩短患者手术
等待时间。加快八大中心建
设，建成胸痛中心8个、卒中
中心6个、创伤中心3个、危重

孕产妇救治中心8个、危重儿
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7个、癌
症中心5个、急救医学中心3
个、呼吸重症中心3个，建立
了淄博市统一的重大疾病综
合防治体系。

50%以上二级医院、70%
以上三级医院建立了一站式
入院准备中心和预约检查中
心，开展住院预约、入院缴
费、病历首页信息采集等服
务。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和“健康淄博”一卡一码通便
民服务平台，推进“互联网+
医疗健康”服务，对网上诊
疗、慢性病患者的处方用药
等可送药到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翟咏雪 见习记者
孙良栋 通讯员 张先进

优化卫生健康环境有什么举措？

再建2处城市核酸检测基地
满足大规模核酸检测需要

淄博12月15日讯 今天
下午，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组织召开淄博市“‘十三五’成
就巡礼”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
场，淄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

组书记、主任肖洪涛向社会发
布“十三五”淄博市卫生健康
工作高质量发展情况。

肖洪涛在发布会上介绍，
淄博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

加完善，“健康淄博”更加健
康，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更加深
化，“一老一小”保障更加有
力，中医药事业更加振兴，卫
生健康服务能力更加稳固。

肖洪涛介绍，淄博市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
效，自2月22日以来淄博市无
新增病例，疫情防控应急响应
级别调整为Ⅲ级响应，淄博市
整体转为低风险区。

目前，淄博市成立了重大
疾病和传染病防治工作领导小
组，已完成市级疾控体制改革。
淄博市公共卫生中心、市传染
病医院、市属重点医院及区县

综合医院改扩建感染性病房楼
等重点公共卫生项目都已立
项，部分项目已开工建设。

淄博市规范设置发热门诊
34家，确定市传染病医院为新冠
肺炎定点救治医院，设置救治床
位300张。组建完成包括流调、
采样、检测、消杀职能的735人
的市、区县级疫情处置机动队，
确保满足应对市内2-3个区县
同时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需求。

淄博市具备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能力的疾控和医疗卫
生机构达37家。组建1支150
人的省级医疗队，承担省内和
省际医疗救治支援任务。组
建2支市级医疗队，承担市内
支援任务。淄博市财政累计
拨付新冠肺炎防控经费1.28亿
元，用于医疗救治、医用防护
物资和设备采购。

规范设置发热门诊34家

人均期望寿命达79.53岁

淄博市连续25年保持“国
家卫生城市”称号，连续11次
被授予“全国无偿献血先进
市”称号。2018年，以市为单
位实现消除疟疾目标。

2019年，淄博市居民人均
期望寿命达79.53岁，主要健康

指标均居全省前列。今年1-11
月份，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发
病率345.47/10万，同比下降
14.95%，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达到94.3%。

截至目前，全市医疗机构
共计为贫困人口减免门诊住

院费用3350万元，贫困人口家
庭医生签约应签尽签，签约服
务6.05万户、10.68万人。累计
派出六批615名“第一村医”，
首批建设88个“名医基层工作
站”，加快推动城乡医疗卫生
服务均等化。

33家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十三五”期间，淄博市全
面实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33
家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淄
博市政府举办的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村卫生室全
部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开展公立医院药品联合
采购，医疗费用增长率、药占
比分别控制在10%和30%以
内。积极推进区县域医共体

建设，目前已建成20个医共
体，覆盖92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医共体内实现了基层检
查、上级诊断、区域互认。

2018年以来，建立完善
“互联网+医疗健康”体系，建
成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和“健康
淄博”一卡一码通便民服务平
台，全市58家二级以上医院、
85家镇卫生院、167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站）、2954家村卫
生室已全部接入平台，累计发
放应用电子健康卡445万张。

自2019年9月起，全市各
医疗机构停止发放应用各自
的就诊卡，以“健康淄博公众
号”作为居民看病就医的统一
入口，实现了全市各级医疗机
构的一卡一码通用。

年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建设

“十三五”期间，对市老龄
委工作规则和办公室工作细
则进行规范，完善了老龄工作
组织架构。探索形成了具有
淄博特色的五种医养融合模
式，桓台县“探索两院一体新
模式 开启健康养老新征程”、
博山区“机构医养 两院一体”
和张店区“医养互转 康护一
体”三种模式全国推广。预计
淄博市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5.1‰，出生人口性别比107

左右。
“十三五”期间，淄博市建

成中医药综合服务区（国医
堂）166个，实现了镇镇都有国
医堂，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中医药综合服务区
覆盖率100%，提前完成国家
制定的2030年目标。

淄博市11家三级医院、
24家二级医院顺利通过医院
等级评审，21家镇卫生院被评
为“国家级群众满意的乡镇卫

生院”，79家镇卫生院创建为
一级标准化卫生院。2016年
以来，投资82.1亿元，启动市
中心医院西院区、市妇幼保健
院新院区等13个医疗卫生重
点项目建设，总建设规模
149.6万平方米。2017年以
来，实施镇卫生院、村卫生室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标
准化改造，2020年底全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将完成建设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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