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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四
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称，2023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
均财政补助标准为89元，今年新增的人均5元经费重点支持
地方加强对老年人、儿童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通知从5个方面明确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包括明确年度
绩效目标，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服务，提升
高血压、2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质量等。

在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方面，各地要进一步摸清辖区65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底数，建立并动态更新台账。要做实老
年人健康体检，根据体检结果做好健康评估和分类指导。

在儿童健康管理方面，做实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和0至
3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强化3岁以下婴幼儿健康养育照
护和咨询指导、儿童生长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儿童超重和
肥胖预防、眼保健和近视防控、口腔保健等健康指导和干预。

通知要求，各地要明确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的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和相应的经费额度，家庭医生（团队）要
按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为签约的重点人群和高血压、2
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相应的健康管理服务。

>>通知摘录

■明确年度绩效目标
各地要统筹把握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任务和经费执行进度，定期报送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进展，加强数据质量控制，确保半年
度和年度任务如期顺利完成。

■强化“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健康管理服务

做好老年人健康体检报告分析和结果
反馈，加强后续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健康
咨询、健康管理等服务。各地要摸清辖区65
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底数，建立并动态更新
台账。广泛开展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宣传，
充分调动社区、家庭、辖区驻地单位的积极
性，动员符合条件的老年人主动利用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积极接受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
和中医药健康服务。对于未利用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开展健康体检的老年人，要指导辖
区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的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主动了解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结合
其他渠道开展健康体检的结果做好相应健
康管理服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继续开展
老年人认知功能初筛服务，对筛查结果异常
的老年人，指导其到上级医疗卫生机构复
查。做实0~6岁儿童健康管理服务和0～3
岁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强化3岁以下
婴幼儿健康养育照护和咨询指导、儿童生长
发育和心理行为发育评估、儿童超重和肥胖
的预防、眼保健和近视防控、口腔保健等健
康指导和干预。

■提升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服务质量

加强高血压、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
推动城市医疗集团牵头医院和二级医院或
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建立上下联动、分层分级管理机制。对于血
压、血糖控制稳定的，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
版）》《国家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指南》和《国
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指南》等提供健康管
理服务；对于控制不稳定或不适合在基层诊
治的，经转诊到上级医疗机构明确诊断并通
过系统治疗稳定后，上级医疗机构要及时将
患者转诊至常住地辖区的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接受后续的随访管理服务。对开展高血
压、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的团队内的医
生，支持按照服务数量和质量参与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分配。对同时患有高血压、2
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要创新手
段积极推进开展多病共管服务，提高健康管
理协同服务、融合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提高电子健康档案利用效率和质量
各地要进一步推进电子健康档案管理

平台与区域范围内医疗卫生机构电子病历
系统及妇幼保健、免疫规划、慢病管理、地方
病防治、老年健康信息等重点公共卫生业务
系统的条块融合和信息共享，逐步提高电子
健康档案管理平台层级，有条件的省份要在
省域内建设统一的电子健康档案管理平台。
各地要加强对电子健康档案的质量控制，提
高信息录入的时效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要
通过各种途径广泛宣传电子健康档案“记录
一生、服务一生”的理念，结合实际通过开展

“晒晒我的健康账户”“口袋里的健康档案”
等形式，调动居民参与记录、更新、使用电子
健康档案的积极性。

■充分利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各地要综合考虑当地基层卫生人力资

源情况、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人口、地理状况
等，科学测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成本，明确
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的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内容和相应的经费额度，支持家庭医
生（团队）为签约的重点人群和高血压、2型
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提供签约服务，落实医
防融合的综合性服务，并根据服务数量和质
量，在开展绩效评价后及时拨付相应经费。
推进打通电子健康档案和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管理信息系统，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数据的实时更新和共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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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13部门研究制定的《全面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7月12日对外发布，提出
到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推动多种类
型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计划提出五方面实施重点，包括系统谋划设计，优化社区商
业布局；改善消费条件，丰富居民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场景，增强
多元消费体验；推动技术赋能，提升智慧便捷水平；促进就业创
业，提高社区居民收入。计划提出服务“一老一小”。鼓励按照
适老化标准建设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养老机构利用配
套设施提供社区养老服务。

计划还提出一系列保障措施。将超市、便利店、菜市场等纳
入保障民生、应急保供体系，将智能快件箱、快递末端综合服务
场所等纳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微利、公益性
业态给予房租减免、资金补贴等支持。鼓励探索社区基金模式，
规范运营管理，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按相关规定落实创业补贴、
创业担保贷款等支持政策。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截至2023年6月底，前两批80个全国试
点地区积极拓展便民生活圈覆盖范围，累计建设2057个便民生
活圈，服务社区居民4201万人。

>>文件摘录

■实施重点
（一）系统谋划设计，优化社区商业布局
坚持问需于民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创新工作

方式，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纳入街道社区的居民
议事协商机制，摸清“有什么、缺什么”，研究“补什
么、如何补”。相关城市要结合人口分布、消费习
惯等，科学编制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总体方案
及各生活圈子方案（以下称“1+N”方案），因地制
宜、一圈一策，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项目
清单。

（二）改善消费条件，丰富居民消费业态
在居民“家门口”（步行5—10分钟范围内），优

先配齐购物、餐饮、家政、快递、维修等基本保障类
业态，引进智能零售终端，让消费更便捷。在居民

“家周边”（步行15分钟范围内），因地制宜发展文
化、娱乐、休闲、社交、康养、健身等品质提升类业
态，让消费更舒心。

发展“一店一早”。支持特色化、多元化的各
类市场主体发展，推动品牌连锁便利店（社区超
市）进社区，搭载代扣代缴、代收代发、打印复印等
便民服务，提高便利化程度。以早餐店、小吃店、

“便利店+早餐服务”“互联网+早餐服务”等为主
体，构建多层次早餐供应体系，增加网点密度，丰
富早餐品种，保障居民“吃得好”。

补齐“一菜一修”。支持菜市场（菜店）标准
化、智慧化改造，拓展服务业态，提升环境、卫生和
质量，促进放心消费、惠民消费。规范有序发展集
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于一体的社区工坊，明
码标价，提供平价维修服务。

服务“一老一小”。鼓励按照适老化标准建设
改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支持养老机构利用配套
设施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探索发展社区食堂，建
立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鼓励建立社区护理站，
为行动不便的失能、残疾、高龄、长期患病老年人
提供上门医疗护理服务。鼓励家政、护理人员进
社区，拓展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精神慰
藉等居家养老服务。各类消费场所应保留现金、
银行卡等传统支付方式和面对面人工服务，引导
设立老年人、母婴专柜和体验店。鼓励社区商业
中心等场所建设母婴设施并悬挂引导标识，发展
嵌入式、标准化的托育机构和托育点，提供全日
托、半日托、临时托、计时托等平价服务。

（三）创新消费场景，增强多元消费体验
改造传统商业载体。引导邻近居民区的传统

商场向社区商业中心转型，拓展特色餐饮、生活零
售、文化休闲、儿童娱乐、运动健身、社区食堂等服
务功能。

发展新型商业模式。支持发展线上线下融合
的即时零售模式（平台下单+就近门店配送，就近
门店下单+即时配送），赋能实体门店，拓展服务半
径。支持净菜进社区、进超市，发展“中央厨房+冷
链+餐饮”模式，提升预制菜产品质量品质。

激发服务消费活力。鼓励健身房、游泳馆、多
功能运动场、保健理疗店等进社区，促进健康消费。
鼓励社区规范开展邻里节、美食节、团购节、家电家
居及家政便民服务等促消费活动，繁荣社区商业。

促进融合协同发展。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与养老托育圈、文化休闲圈、健康健身圈、金融服
务圈、快递服务圈等圈圈相融，营造多元化、多层
次的消费场景。

（四）推动技术赋能，提升智慧便捷水平
推广先进技术。鼓励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商品、门店、会员及供
应链数字化，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效率，降低综合
成本。发展智慧商店、共享书店、智能快件箱等业
态，提供现场交互、无接触交易、智能结算、自助售
卖等服务，提升数字化体验。

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构建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智慧服务平台，整合商户资源，实现线上线下互
动。利用大数据开展监测分析，精准补建网点，拓
展服务功能，挖掘消费潜力。推广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网点动态地图、“小修小补”便民地图，引导更
多点位“进图”，让居民“找得到”。

（五）促进就业创业，提高社区居民收入
为居民在社区就业提供便利，打造宜居宜业环

境。支持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远程办公、兼职就
业，从事即时零售、餐饮服务、线上培训等平台衍生
业务。支持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从事创意经济、
个性化定制化文化业态等特色经营，创新网红店、
特色店、精品店。优先为残疾人等就业困难人员推

荐低门槛、有保障的爱心岗位，服务社
区居民。尊重退休人员意愿，发挥其
在文化艺术、专业技术等领域专长，

鼓励量力而行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为
有再就业需求的退休人员提供服务。

据新华社、《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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