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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

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
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
2022 年，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和省、市工作要求，按照“11234”工作思路，紧盯“一
都四区”建设目标，突出健康商洛和乡村振兴两个主

题，聚焦医疗资源布局优化、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体制
机制改革三个重点，抓实医疗服务水平提升、重点人群

保障、招商引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四项工作，全市卫生
健康事业在疫情洗礼中砥砺前行，逆势突破发展，取得了
弥足珍贵的成绩。

疫情处置能力不断增强。我市常态开展的“五大活
动”，两站一场查验“七防范、七必须”、交通卡口“六化”建
设等经验做法在全省推广。不断加强和改进卫生应急管
理工作，全面落实“一日一研判、一日一调度”工作制度和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以提升卫生健康系统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和水平。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建立健全全市的卫
生应急体系，市卫健委与县区政府、行业部门、重点场所签
订了疫情防控目标责任书，组织举办 9 期党政领导干部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提升班等，培训党政领导干部
1000 多人次。我市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最大程度保
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健康扶贫成果有效巩固。巩固健康扶贫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截至 2022
年底，我市共建成投用公有制产权村（社区）卫生室 469个，
在全省率先实现县、镇、村全覆盖。做好群众的健康“守门
人”，我市确定 30 种大病患者定点医院 11 家，成立 43 个专
家组，救治管理大病患者 21780 例，救治率达 99.93%。组
建 1181个家庭医生签约团队，累计签约 17.5万户 57.84万
人，高血压、糖尿病等4种慢病签约率100%。南京市5家医
院捐赠价值 300多万元的医疗设备，争取项目资金 2000万
元。组建的苏陕帮扶医疗队，培训医护人员 2700 多人次，
深入基层开展32场义诊活动，惠及群众4.2万多人。

健康商洛建设全面推进。我市通过组建专项行动组，
纵深推进健康商洛 17 项行动，制定细化行动监测评估机
制，如期完成 81 项省级监测指标。同步完成 2022 年居民
健康素养水平监测工作，建立《全市健康细胞示范建设标
准化管理台账》，组织省、市专家召开工作联席会、座谈会
和现场会，完成样板示范单位 78 个，培育推广典型案例 63
个。在全省率先开展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创建活动，全面
推广合理膳食行动，创建 15 个营养健康餐厅。启动健康
城市建设及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工作，组建专职机构并成立
市级爱国卫生工作专家库，打造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

医疗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市妇保院、市中心医院、市

中医医院整体搬迁顺利完成，3家市直医疗机构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开放床位分别增加 3.77倍、2.98倍、0.4 倍，市级
诊疗服务水平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商南县人民医院、山阳
县人民医院、镇安县人民医院通过中国胸痛中心联盟资格
网审，目前高效的急危重症医疗救治体系正在全市形成。
我市成立省内首家“心电专业质量控制中心”，对 43 个市
级质控中心和 120 个县级质控小组管理水平进行优化升
级。完成创建 3 个国家级重点专科、11 个省级重点特色专
科（学科）。持续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行动，所有
三级医院已开展多种形式预约诊疗，群众手机预约挂号精
确到 30 分钟以内；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现分时段预约诊
疗，支持线上查询检查结果。持续开展“爱眼日”“世界心
脏日”等卫生健康宣讲活动，组织学科专家团队深入农村
基层开展“服务百姓健康 助力乡村振兴”义诊及调研慰
问，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

公共卫生服务持续优化。科学高效
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和应
对，围绕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
感人群 3 个环节，强化预防预
警 措 施 ，提 升 快 速 反 应 能
力。争取国家、省项目支
持建成尘肺病康复站 26
个。全省尘肺病康复站
建设管理现场会在山阳
县召开，我市尘肺病诊
断和救治经验在全省
推介。推进疫苗接种
工作，全力构建人群免
疫屏障，累计管理新生
儿 11276 人 、流 动 儿 童
74967 人，预防接种建证
率 100%；累计接种各类免
疫规划疫苗 391102 剂次、流
感疫苗 38429 剂次，14 岁以下
目标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均达 95%以上。疑似麻疹风疹、儿
童非脊灰 AFP 病例、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流行病学调查及病原检测率均达 100%。地方
病防治成果持续巩固，完成 19670 名重点人群、2298 份重
点环境地方病及其相关因素监测评估，未发现新发地方病
患者。结核病“三位一体”精准化防控措施得到落实，肺结
核报告发病率同比有所下降。

完善一老一幼服务体系。我市积极完善“一老一幼”
服务体系建设，涉及生育、医疗、养老等多领域。从托育机
构的建立，到医养融合等服务模式的创新，我市持续推进
相关政策顺利实施，农村妇女“两癌”检查完成率分别为
100%和 97.1%。孕产妇早孕建卡率 98.98%，产前检查率
99.05%。全市新增服用叶酸人数 17 万人份，发放营养包
29 万盒。全市已建成托育机构 41 家，托位数 4312 个，千

人口托位数 2.1 个。联合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开展“心佑工程”项目，82 名先天性心脏病患

儿得到免费救治。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
创建市级以上老年友好型社区 21 个，

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21 个，老年友善
医疗机构 130 个，设置老年医学

科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 12 个，
占比 80%，二级以上中医医

院 设 置 康 复 科 比 例

100%。创建省级医养
结合品牌单位 1个、医养
结合示范基地 2 个、医养
结合服务中心 7 个，还为
19.17 万高龄老人发放高

龄补贴 1.39 亿元，办理敬老
优待证 6000多张。

中医药发展迈上新台阶。
我市创建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传

承工作室 3 个，培养学术继承人 20 多
人，首批 85 名人员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

格证；全市 6家二级中医医院已全部达到二级甲
等中医院标准。积极开展中医馆示范创建活动，完成4个省
级、32个市级示范中医馆创建工作，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
档升级。开展院感防控、中药饮片、中医护理等专项督导、
调研 6次，促进全市中医医疗质量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成
功申报、立项省级中医药科研项目 3 项，6 个院内制剂通过
省药监局审批。举办中医病案、护理等医疗质量控制与业
务知识培训6场次350多人次，中医药传承创新与医疗服务
能力持续增强。我市中医医院陈书存荣获“陕西省中医药
突出贡献奖（个人）”称号，为我市首位获此殊荣的医师。

卫生健康执法不断规范。制定印发《全市卫生健康系
统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具体工作实施方案》，将法治建
设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全市 151 家哨点医院共
报告食源性疾病病例 1595例，完成 119份样品的采集监测
任务。对 265 家秦岭保护区内农家乐进行督导检查，限期
责令整改并停业整顿 17家，取缔关闭 2家。积极做好职业
健康工作，开展部门联合执法检查 7次，警告 16家，立案查
处 5 家罚款 9.7 万元。企业职业病危害申报率达 95%以
上，接尘工龄小于 5 年尘肺病发病人数持续下降。我市圆
满完成国抽“双随机一公开”随机抽查工作，对 11 家抽查
对象进行行政处罚。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全年
共办理案件 124 起，罚款金额 25.11 万元。其中市卫生健

康执法支队办理的《某医院在非储存地点堆放医疗废物
案》获得省卫健委“2021 年执法案卷评查结果优秀

案例”。
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全市卫生健康

“十四五”规划工作编制完成。开展“优质服务
基层行”活动，丹凤县竹林关镇中心卫生院和
镇安县云盖寺镇中心卫生院被国家卫健委
通报表彰为 2021年度“优质服务基层行”
活动表现突出单位，19 家镇卫生

院达到国家基本标准。加强基层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培训
全科医生 7 人、临床医生 17 人、骨干乡村医生 186 人。拓
宽人才引进渠道，引进本科以上专业人才 72 人，定向招聘
280 多人。深入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工作，共收到
问题线索 27条，受理医患纠纷 13件，协调处理各类医疗投
诉 180 多件。强化安全生产、信访维稳、国家安全等风险
化解，处理群众各类投诉及咨询 2 万多件，排查各类安全
隐患 450 处，开展安全应急演练 40 场次。全市卫生健康
领域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和网络舆情事件。

党建引领向纵深推进。坚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将党的领导融入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全领域、各环节，
强化使命担当，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卫健队伍。实行政
府权责清单制度，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坚持“三重一
大”事项集体研究决策。按时按要求召开专题民主生活
会、组织生活会及民主评议党员活动，领导干部过双重组
织生活制度落实到位。制定 10 多份学习计划，集体学习
50 多次，观看各类警示教育片 20 多期，撰写心得体会 200
多篇，开展 4 次学习研讨。扎实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创建
优秀党建品牌、示范党建品牌 8 个。认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完成办实事项目 70 件，给予各类帮扶
资金 240 多万元，开展义诊 30 多次。表彰最美医务工作
者 48 名、最美医务团队 13 个、最美抗疫医务工作者 32 名、
最美抗疫团队 10 个等，市妇保院拟获陕西省职业职工道
德标兵单位。扎实开展作风建设专项行动，推进清廉卫健
建设工作。召开市直卫健系统作风建设专项行动部署会、
推进会、专项会 8 次，推进“抓党建聚合力、抓学习提能力、
抓班子带队伍、抓业务强服务、抓作风严纪律、抓创新夺红
旗”六抓行动，抓实“五个到一线”活动，推进作风大转变、
效能大提升。

站在新起点，踏上新征程，迈向新时代。新的一年，全
市卫生健康系统将团结一心、踔厉奋发，着力推进健
康商洛建设，持续提升城乡健康服务能力，大
力发展医养康养产业，牢固构筑公共卫
生防线，全力开创商洛卫健事业
新局面，为保障全市人民身
心健康，建设“一都四
区”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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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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