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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统战“法宝”作用 推动秀山高质量发展

喜摘山银花 摄/唐磊

11月7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迎来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日。自治县成

立40周年以来，秀山68万各族人民团

结奋进，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取

得 巨 大 成 就 。 2022 年 ，秀 山 实 现

GDP358.2亿元，总量连续4年位居渝东

南片区第一。

“在秀山40年的辉煌历程中，统一战

线在推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弘扬

民族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法宝’

作用。”秀山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说。

民间花灯表演 摄/唐磊

护文脉 古老“司城”展新颜

11月7日，第四届重庆市少数民
族摄影展暨秀山县第一届民族摄影艺
术展，在秀山西街民俗文化景区开
幕。来自秀山、酉阳及贵州、湖南、湖
北等地10余个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
300余人参加活动。

摄影师们先后赴秀山西街、龙凤
坝镇等地采风创作，拍摄花灯、唢呐吹
响抬喜轿表演、毛古斯表演等秀山民
俗特色活动，用镜头记录下一组组时
代发展的精彩的瞬间。

龙凤坝镇司城村的平茶土司衙署
暨祖庙，是此次活动的重要一站。平
茶土司衙署暨祖庙为首任平茶（今秀
山清溪场一带古称“平茶”）土司杨光
彤所建，也是周边杨氏土家族人的宗
祠。

从2014年开始，秀山对平茶土司
衙署暨祖庙进行了修缮，修复后的平
茶土司衙署暨祖庙占地800余平方
米，含前厅、正堂、后堂、厢房、戏楼、围
墙，前厅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顶，穿斗式
梁架，高8米多，气派非凡。2019年，
平茶土司衙署暨祖庙跻身第三批市级
文保单位，成为秀山民族特色文化传
承的重要阵地之一。

传非遗 织锦苗绣并蒂开

离司城村不远处的大寨村有村
民1056人，其中九成为杨姓土家族
群众。

今年“十一”长假后，作为国家第
三批传统村落的大寨村启动了“传统
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项目”。

“我们想打造微缩版的‘千户苗寨’，通
过大力发展民宿经济，把乡村旅游搞
起来！”望着日新月异的环境，村支书
杨小芳憧憬。

在该村土家织锦传习所，织娘们
在古老的木质织机上采用“通经断纬”
的方法，将一面面“西兰卡普”挑织成
型。

大寨村是秀山“西兰卡普”的发源
地。“西兰卡普”是土家织锦的代名词，
制作技艺为首批国家级“非遗”。今年
7月，秀山土家织锦作品被中国国家
博物馆收藏。

和大寨村的“西兰卡普”一样，梅
江镇民族村的金珠苗绣同样“钱途无
量”。苗家绣娘飞针走线，将一幅幅生
动的图案绣上苗家服饰，让金珠苗绣
成了“穿在身上的历史书”。

以金珠苗寨为主体的民族村杂居
着苗、土家、汉3个主要民族的群众，

其中苗族同胞占七成以上，是我市规
模最大、唯一保留和使用苗族语言的
村寨。

民族村的苗家姑娘杨秀燕7岁时
就跟母亲学习刺绣，是出类拔萃的苗
绣能手。2014年，她返乡创业成立合
作社生产和销售“金珠苗绣”。2015
年，出自杨秀燕企业的苗绣《卧虎》在
香港拍出了158万元的高价，成为秀
山金珠苗绣最大的金字招牌。2016
年，秀山金珠苗绣被列入第五批市级

“非遗”名录。

促团结 共绘边城新篇章

今年“十一”长假，秀山县洪安镇
再次迎来如织的游人。八方宾客争相
乘坐“拉拉渡”，品味“一锅煮三省”，在

“边城”的独特魅力中往返流连。
洪安地处渝湘黔三地交界处，是

沈从文笔下《边城》原型地、刘邓大军
解放大西南第一站，拥有第二野战军

司令部旧址、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纪
念馆等红色文旅资源。

众多游览景点中，“三不管岛”是
游客必往之处。多年前，这里属于川
湘黔“三不管”地带（1997年重庆直辖
前隶属四川）。三省边区居民遇到纠
纷，解决方式是去岛上打斗。所以，

“洪安”在苗语中是“流血的地方”。
光阴荏苒，而今的“三不管岛”已

成为观景休闲住宿的绝佳场所。洪
安，也成为秀山廉政教育、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该镇
先后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重庆市廉政
教育基地、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等称
号。

“三不管岛”是洪安持之以恒推动
社会综合治理，发展环境“由乱到治”
的缩影。近年来，秀山县牢牢把握民
族团结这个根本方向，以民族团结促
经济发展、保社会稳定，与邻居贵州
省、湖南省交界的乡镇加强互动，建立
组织联动、基层联防、纠纷联调、活动

联谊“边区联动”机制，共同推进基层
社会治理现代化，有效促进边贸经济
活跃繁荣、边区民族互助团结，共绘多
省市交界地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兴农业 融合发展成效显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命脉，
也是一个地方综合实力的重要载体。

在民族村，一片片绿油油的茶林，
承载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今
年，民族村新发展茶林150亩，全村茶
林总面积达到了近600亩。“下一步，
我们还要建茶厂、搞旅游，把产业做大
做强，让各族群众富起来。”民族村村
支书何树梅说。

今年48岁的土家汉子杨胜刚，9
年前还是兴隆坳村的建卡贫困户。在
村干部的建议和帮助下，他开始学习水
果种植技术，通过种植西瓜实现脱贫。

2017年，杨胜刚在家门口的兴隆
坳农业园区建起了兴隆果蔬家庭农
场。截至去年，家庭农场发展到53
亩，实现销售收入28万元，带动周边
3761名村民实现增收。杨胜刚也因
此成为一方致富带头人。

纵观全县农业，秀山建成粮油种
植面积100万亩，中药材、茶叶、油茶、
水果等产业基地 95万亩，“一药两茶”
等特色产业基地100万亩。银花成为
全市单体规模最大品种，茶叶、油茶规
模全市第一。兴隆坳农业园区获批国
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隘口镇
获批创建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强产业 转型升级路愈宽

转型升级成效明显的，不只是农
业。工业方面，秀山从一锰独大到绿
色工业集聚成群，2023年上半年中医
药、汽配、新材料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30.9%、99.2%、26.7%。

商贸物流产业上，秀山海关、保税
仓库、物流分拨等功能设施完备，建成
武陵山区首个百亿级批发市场，形成
覆盖武陵山区的“五大物流中心”，获
评“国家示范物流园区”等8项国字称
号。成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农村电商入选第三届全球减贫
案例。

文旅产业上，建成洪安边城、百年
西街、凤凰山花灯民俗文化旅游区等3
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和大溪国家湿
地公园、川河盖休闲避暑胜地等风景名
胜，正加快推动洪安边城创国家5A级
景区、川河盖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今年前9月，秀山新增市场主体
16580户，同比增长220%，市场主体
总量达60835户；新增“四上”企业15
家，同比增长2.7%，企业总量达566
家；规上工业企业达81家。

10月12日，首趟西部陆海新通道
（武陵山）班列从秀山缓缓驶出站台，
经广西钦州港后再经海运抵达越南、
马来西亚等国家。

对于秀山68万各族群众而言，这
是又一次全新的启程……

刘玉珮 马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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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明确了推
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大力
提升临床服务水平、完善妇幼健康服务
体系、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优
化中医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薄弱学科服
务体系建设、引导其它类型医疗机构健
康发展等7项重点任务。

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
布局方面，我市将依托重医附属儿童
医院，建设儿童类别国家医学中心。
支持建设综合类型和创伤、老年、神经

疾病、传染、呼吸、骨科、内分泌代谢
病、精神、重症、口腔、妇产、职业医学、
检验等类别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在西部省市形成具有较强
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的优质医疗服务
高地。

其中，加快推进三级医院建设，
到 2027 年，力争建成 106 家三级医
院。新增三级综合医院原则上应在
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基础上升级改
造。重点支持革命老区、少数民族集

聚区等医疗资源薄弱的区县和桥头
堡城市建设三级医院，实现三级医院
区县全覆盖。

在临床服务水平方面，以满足重
大疾病临床需求为导向，建设心血
管、肿瘤、重症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群，到2027年，新增国家级临床重点

专科 30个。对标国内和区域先进水
平，针对全市群众诊疗需求高、需多学
科协同的复杂、疑难或重大疾病，建设
以市级诊疗中心为龙头、区域诊疗中心
为骨架的专病诊疗中心。到2027年，
建成30个病种150个左右的专病诊疗
中心。

《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23—2027年）》出炉

到2027年
重庆力争建成
106家三级医院

《规划》提出，2023—2027 年，
重庆将以国家医学中心和国家区域
医疗中心建设为引领，以推动公立
医院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促进优质
医疗资源合理扩容和区域均衡布
局，基本建成体系完整、布局合理、
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运
行高效，与我市中西部地区唯一直
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定位相适应的
医疗服务体系。全市整体医疗服
务能力明显提升，为群众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为防范
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
险、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提供有
力支撑。

《规划》对医疗机构设置进行了
明确规定：到2027年，全市设置公立
综合医院126家、公立中医类医院47
家、公立专科医院43家、妇幼保健院
40家，至少建成80个区县域医疗卫
生次中心和80个社区医院。

其中，以综合医院为例，2023—
2027年间，原则上不再新设置独立
的市办公立综合医院。市级设置8
家综合医院：重医附一院、重医附二
院、重医附属永川医院、重医附属大
学城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重庆市
急救医疗中心、重庆医药高专附一
院、重庆三峡医药高专附属人民医
院。区县原则上举办1家区县级综
合医院，常住人口超过100万人口
的区县，可适当增加区县级综合医
院数量。

中医类医院，2023—2027 年
间，市级设置 3 家中医医院：重庆
市中医院、重庆三峡医药高专附属
中医院，将重庆市第十三人民医院
（重庆市老年病医院）改设为重庆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重庆市老年病
医院）。区县原则上举办至少1家
规模适宜的中医医院，基础较好的
区县，可适当增加辖区中医医院数
量。

专科医院，2023—2027 年间，
市级原则上不新设独立的公立专科
医院。保留市级专科医院6家：重医
附属口腔医院、重大附属肿瘤医院、
重医附属儿童医院、重庆市精神卫
生中心、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重医附属康复医院。

市、区县分别设置1家政府举
办、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到
2027年，全市妇幼保健机构均达到
二级及以上妇幼保健院标准。

按照《规划》，到2027年，全市
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数
将达到8张。每千人口公立医院编
制床位数达到4张。在医护人员配
置方面，到2027年，每千人口执业
（助理）医师数将达到3.6人（中医类
别达到 0.75 人）、注册护士数达到
4.7人。按照床人（卫生人员）比、医
护比、床护比、床医[执业（助理）医师]
比分别不低于1∶1.62、1∶1.3、1∶0.58、
1∶0.45的标准，科学合理配置人力
资源。

如何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底？《规划》明确，我市将开展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能力建设，到2027年，至
少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国
家卫生健康委《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
务能力标准》基本标准，建成80个社
区医院；加快推进标准化乡镇卫生院
建设，实现每个乡镇均有1个政府举
办的标准化乡镇卫生院，到2027年，
至少90%的乡镇卫生院达到国家卫
生健康委《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标
准》基本标准；开展村卫生室服务能
力标准化建设，到2027年，至少90%
的村卫生室达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村
卫生室服务能力标准》基本标准。

同时，优化中医服务体系建设，
到2027年，全市区县级中医医院中，
三级中医医院将达28家，其中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不少于14家，二级甲
等中医医院实现区县全覆盖。

在薄弱学科服务体系建设方面，
支持医疗资源富集区县中有条件的
一级、二级医院转型为康复医院，到
2027年，每个区县至少有1家区县级
公立综合医院设置康复医学科。加
强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
建设，二级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设
置比例将达到85%、三级达70%。

此外，推动二级以上综合性医院
开设老年医学科，增加老年病床数
量，开展老年病及相关慢性病防治和
护理。到2027年，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的比例不低

于70%。
在传染病救治体系建设方面，按

照“1+3”的布局，在中心城区、主城新
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渝东南
武陵山区城镇群分别建设市公卫中
心应急医院、渝西公共卫生应急医
院、三峡公共卫生应急医院、武陵山
公共卫生应急医院4家区域公共卫
生应急医院，承担传染病危重症患者
集中救治任务。每个区至少选择1
家综合医院针对性提升传染病救治
能力，同时对现有独立传染病医院开
展能力提升建设。每个县至少依托1
家县级医院，加强感染性疾病科和相
对独立的传染病病区建设。到2027
年，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感染性疾
病科设置实现全覆盖。有条件的中
心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
标准化的发热门诊（诊室），一般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发
热诊室（哨点）。

按照《规划》，我市还将加强互联
网诊疗体系建设，到2027年，力争建
成100家互联网医院。建立全市统
一的互联网就医门户，整合互联网医
院处方信息和药店零售信息，打造

“患者在线复诊、医师在线开方、药师
在线审方、处方有序流转、患者自主
选择购药、零售配送、医保在线支付、
信息全程追溯”的医疗、医药、医保协
同机制，实现以患者为中心的全流程
线上就医服务体系，提升全市医疗健
康便民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李珩

医疗机构资源如何配置？优质医疗资
源怎样均衡布局？

11月22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市卫
生健康委近日印发了《重庆市医疗机构设置
规划（2023—2027年）》（简称《规划》），按照
《规划》，我市将加快推进三级医院建设，到
2027年，力争建成106家三级医院。

医院布局

全市设置公立综合医院126家
便民服务

力争建成100家互联网医院

升级改造

实现三级医院区县全覆盖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城院区效果图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科学城院区效果图。（。（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资料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