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9
加强同两地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

新通道沿线重点国家协作配合，建立完
善防范打击机制，保障物流运输安全；

发挥中欧班列（重庆）沿线国家运输安
全会商会等双（多）边平台作用，共同维
护海外利益安全等。

共同保护对外开放通道安全

2020
协同加强公安大数据建设，建立两

省市公安机关信息交换机制，相互授权
开放执法办案信息、政务服务信息和社
会信息资源等。

联通共享数据信息

2121
协同优化交界区域警用设施布建，

联通共享道路卡口、视频监控等安防措
施和信息资源；探索建立两省市大型警
用装备共建机制，盘活共享装备资源等。

共建共用设施装备

2222
每年互派一定数量处科级领导干

部开展为期半年的交流挂职，推动两地
优秀教官人才共享共用；协同共建和优

化共享警务专业人才库；加强四川警察
学院与重庆警察学院人才培养交流等。

（记者周松整理）

协作培养警务人才

1818
建立跨国案件协同办理机制，整合

应用两省市国际刑警数据资源，共同推
进跨国犯罪打击和跨境追逃；建立重要

外宾接待、大型国际会议承办和外警培
训协作机制，提升川渝公安机关国际警
务形象等。

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1717
建立网络违法有害信息联巡联控协

作机制，搭建快速响应热线，对相互提出的
工作协作请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及
时开展工作，加强后续跟踪和反馈等。

协同加强网络违法有害信息处置

1616
对涉及两省市国计民生、技术创

新 、生 态 保 护 的 重 大 项 目 、重 点 工
程，以及跨省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的大型企业和经营人员，审慎适用
查封、扣押、冻结和拘留、逮捕等措
施等。

建立一致的执法管理措施

1515
建立跨区域行政案件、刑事案件管

辖争议解决机制；建立跨区域系列犯罪
侦查取证协作机制，推动实现无障碍委
托取证、证据互认等。

建立一致的执法协作机制

1414
共同推动缩小行政处罚量裁、刑

事责任追究中的标准差异，协同建立
统一的标准体系和同步的调整机制
等。

建立一致的执法标准体系

1313
协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优化两省

市“河道警长”“河库警长”工作机制，探
索建立跨区域、跨流域、跨部门信息共

享和预警研判机制；联合打击污染环
境、非法采矿、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违
法犯罪等。

联手打击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

1212
同步开展禁毒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流窜两省市的制贩毒团伙；加
强交界区域毒品通道跨省市联合查缉；
协同推进外流贩毒问题重点整治等。

联手打击涉毒违法犯罪

1111
建立常态化的涉黑涉恶线索滚动

摸排和信息共享机制，适时开展专项
打击整治；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跨区域
涉黑涉恶案件，特别是涉及双城经济

圈重点工程、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和两
省市交界的农村地区涉黑涉恶犯罪，
组建联合专案，统一调度指挥，协同支
撑打击等。

联手打击涉黑涉恶犯罪

99
对跨区域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侵犯知识产权、扰
乱市场秩序等犯罪活动，提供对等高
效的线索查证、调查取证、犯罪嫌疑人
抓捕、追逃追赃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对

可能存在重大涉稳风险的跨区域经济
金融犯罪案件，建立完善案件通报和
联合专案侦办机制，统一指挥协调、统
一侦查方案、统一办案要求、统一收网
行动等。

联手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1010
加强两省市反诈中心的交流合作，

切实增强打击治理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对跨区域的大要案件，成立联合专案，
集中协同攻坚，打击战果共享等。

联手打击新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88
对需要跨省市协作的重大活动会

议安保工作、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安全
事故救援、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根
据可能出现的情形，分类制定处置预
案，建立联勤联动机制；定期开展联合

应急演练，共同做好人员、装备、物资和
通信保障，2020 年实现两省市警用数
字集群互联互通，2021 年实现卫星通
信系统双向互通，提升跨省市应急能力
等。

协同应对跨区域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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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五届八次全会强

调，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要在推进公共服务共建

共享上下功夫，大力加强川

渝两地教育、医疗、就业、养

老等领域协同发展。

医疗是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何推动川渝

两地医疗协同发展？4 月

28 日，本报邀请市卫生健

康委党委书记、主任黄明

会，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蒋建国，市中医院研究员、

党委书记王守富，共同就此

展开探讨。

重报圆桌会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李珩

嘉宾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西部医学中心建设

重庆日报：全会指出，扎实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最根本的是集
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最关键的是同
心合力办好合作的事情。从这个角度
讲，我们在医疗方面具体将怎么做？

黄明会：当前，在做好疫情防控和
救治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重点抓好健
康扶贫、健康中国重庆行动、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推动西部医学中心建
设、美丽医院建设、提高公共卫生工作
水平、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事业、做好
全生命周期关爱服务、加强卫生健康行
业治理、深化党的建设等方面工作。

以健康扶贫为例，今年是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之年，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将全
面组织“回头看”，坚决打赢健康扶贫这
场硬仗。在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三重保障”框架下，推进贫困人口
多重医疗保障有机衔接和逐步过渡，保
障标准上量入为出、量力而行；措施落
实上，落实好“先诊疗后付费”、“一站
式”结算等措施；政策延续上，坚持摘帽

不摘政策，3年内保持不变，确保建档立
卡贫困户“一户不掉、一人不漏”，脱贫
成效稳固。

在推动西部医学中心建设上，力争
通过8-10年努力，打造“西部领先、国
内一流、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高水
平医院、高水平学科、高水平医生。

蒋建国：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
是根本。

首先是坚决打赢医保脱贫攻坚战，
巩固现有成果，提高贫困人口基本医保
待遇，提升医疗救助托底能力，构建减
贫防贫长效机制。

二是持续打击欺诈骗保，强化基金
监管宣传，发挥举报奖励制度威力。

三是充分发挥医保基金战略购买
作用，加快落实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推动建立常态化的国家组织药
品集中采购机制，全面铺开全市药品和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工作，助推我市药品
耗材降价。

四是有效发挥体制优势，全市上下
“一盘棋”联动、“一股绳”发力，深入推
进DRG付费试点，完善医保支付制度，
抓好医保目录管理落实、长期护理保险
试点扩围、医保待遇清单落地、做实全

民参保登记等工作。
五是以信息化带动流程再造，提升

综合管理绩效，加快医保电子凭证等应
用，推进“不见面”网上办理，推进我市
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完成现行医保信息
系统迁移，加快国家智慧医保实验室和
市智慧医保研究中心建设。

王守富：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情，当前必须统筹打好“三大战略”。

一是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战。一方面，加强预检分诊、发热门诊、
住院观察、陪护与探视管理等疫情防控
常态化管理举措。另一方面，围绕既要
减少人群聚集，又要更好满足群众看病
需求，持续推行周末（节假日）和夜间专
家门诊，周末和节假日开展择期手术等
便民举措。

二是倾力打赢脱贫攻坚决胜战。突
出中药在农民增收致富中的积极作用，探
索以全市中医院共同组建医疗集团，通过
医疗集团、企业、农户搭建产供销产业联
盟，以医疗集团的中医药需求为导向，以
知名中药企业提供种源、栽培技术指导、
药材收购、加工配送为桥梁，以农户获得
土地流转与种植劳动两份收入为基础，有
计划地种植道地中药村，形成资源共享、

风险共担、互利互惠的共同体，为防止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贡献力量。

三是主动融入科学城建设大会战，
拟在科学城选址新建区域中医药制剂
研发中心。

唱好“双城记”
建好“健康圈”

重庆日报：如何加强川渝两地医疗
领域协同发展？

黄明会：目前，川渝两地卫生健康系
统已签署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明确了落
实领导互访机制等12个方面的合作内
容，共同唱好“双城记”、建好“健康圈”。

一是携手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加
强政策统筹，加强行动联动，协同推进
课题调研，共建共享专家库，轮流主持
召开健康中国行动川渝合作论坛，加强
交流研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不断取得
新成效。

二是携手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共
建“互联网+医疗健康”，推动两地大数
据协同应用、互联互通；共推中医药创
新协作，建立中医药流派传承、医疗、教
育、科研等协作机制；共享医改经验，共

同探索符合西部特点的医改之路；共创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国家医学中心，推
动医疗服务区域合作，为川渝群众提供
更加优质、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

三是携手防控重大疫情，建立成渝
地区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
防联控机制，共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防控指挥中心、医疗物资储备中心、
演练培训中心，共建国家区域疾病预防
治疗中心，加强信息共享，确保及时准
确、快速响应；加强应急能力建设，建设
统一高效的联动机制，共建共享应急队
伍、专家资源、救援物资，打造西部地区
的防疫“长城”。

四是携手强化人才科研，建立人才
培养合作机制，定期互派干部交流学习，
共同建立成渝双城卫生人才专家库，共
同建设实用型、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队
伍；深化科技创新协同，确保在重大疾病
防治、前沿技术研究上见实效，在重大疾
病防治、前沿技术或核心技术方面协同
开展研究。

五是携手深化国际合作，发挥在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中的带动作用，运用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
平台，共同探讨和深化国际交流与合

作，共享对外交流资源，提升对外交流
层次。在重大国际交流活动中，互相支
持配合，共谋发展。

补短板、做长板
更好造福川渝两地人民

重庆日报：全会提出，要更加注重
补短板、做长板，抓紧补齐基础设施、科
技教育、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短
板，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蒋建国：医疗保障是公共服务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有效保障两地互联互通
及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各类要素自由流
动的重要结合点和切入点。全市医保系
统将深入落实与四川省医疗保障部门签
订的战略合作备忘录相关合作事宜，同
心合力共建西部医保建设示范区。

接下来，双方将在川渝医疗保障战
略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组框
架下，尽快推动提升异地就医结算服务
水平、区域联盟带量采购、药品及医用
耗材挂网信息共享、医疗服务项目价格
协同、医保基金监管合作、医保信息平
台建设、医保缴费年限互认、支持毗邻
地区合作等8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切
实增进两地参保群众医疗保障福祉。

王守富：加强相互合作，取长补短，
更好造福川渝两地人民。

一是优化人才培养深层次协作。
目前，市中医院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在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上有深度合作，医院
在总结带教成都中医药大学成建制本
科生教学经验探索的同时，进一步加强
本科生、研究生和规培生的教育教学合
作，倒逼医护人员加强理论知识和先进
技能的学习，更好服务人民群众。

二是深化医院管理互联互通。打
通医疗信息平台，共享远程医疗、技术
培训等专业资源。加强党的建设、人文
医院、美丽医院、智慧医院建设经验分
享。以专科联盟为纽带，建立泛区域专
科联盟，共同推动专科发展。建立检验
检查结果互认、就医群众双向转诊绿色
通道，更好服务两地群众。

三是推动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
展。主动承接整合我市中医、中药、种
植三大优质科教资源，组建“重庆中医
药科学院”，加强中医药教育教学合作，
充分发挥中医药大学的人才、技术等优
势，促进成渝两地中医药事业发展。

推动医疗协同发展 共建川渝“健康圈”

本报讯 （记者 周松）4月28日，
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警务合
作领导小组第一次联席会议以视频会
议形式召开。会上，川渝两地公安机关
共同签署了《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

局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22
条》和《四川省公安厅重庆市公安局服
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警务合作
运行机制》。

据了解，此次签署的“22条”，其目的

是立足公安职能，在户籍、居住证、交通、
出入境等公共服务领域共同探索推出一
批突破性举措，以促进产业、人口及各类
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为服务两
地民生、助推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强化重大风险联防、重大案件联
办、重大安保联动和基层治理现代化
等，也是此次川渝两地公安合作的重
点。两地公安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以
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着力推动更深层

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的区域警务合
作，进一步密切对重大事项的联合会
商，强化对重大风险的共同应对，加大
对重点工作的协同配合，共同为经济社
会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

川渝警方签署服务双城经济圈建设“22条”
扫一扫
就看到

服务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22条

全文

黄明会
市卫生健康委

党委书记、主任

蒋建国
市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

王守富
市中医院研究员、党委书记

“22条”警务合作重要内容推进户口便利迁移，实现网上办
理；建立健全居住证信息和流动人口信

息共享机制；探索推动成渝两地居住证
互通互认等。

推动户籍管理服务政策创新

共建应急特殊情况下的道路交通
“绿色通道”和“紧急通道”；建立交界区
域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联合整治、交通肇
事逃逸案件协作侦办、交通安全事故协

同救援机制；推动建立异地撤销非现场
违法案件协同办理机制，优化简化非营
运小客车跨省市变更迁出、信息流转、
车辆查验等手续流程等。

推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同步联动

积极争取国家移民局支持，协同
建立成渝两地往来港澳商务备案互认
模式；除定居申请外，两省市户籍居民
在两地任一公安出入境部门（非按需
申领地区除外），可视同本地户籍居民

申办各类出国（境）证件，证件办结时
限统一缩短为 7 个工作日；探索开展
外国人工作类居留许可创新管理模
式；争取成渝两地 144 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联动等。

推动部分出入境管理服务同城化

打造一体化“互联网+”公安政务
服务新模式，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
办”；协同构建“一地注册、两地使用”的
网上身份认证体系，实行网上身份互
认，两省市企业群众办证办事政务信息

实时共享互认，减少不必要的证明材
料，探索实行容缺办理；统一办证办事
手续材料、业务流程、时限环节，实现网
上受理、流转审批、申领送达跨省市一
体运行等。

推动网上政务服务互联互通

加强对跨区域警情、案事件和安全
稳定风险等方面的每月情况通报和风
险评估，对重大突发情况，或可能出现

连锁波及效应的突出问题，实时预警通
报，提前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工作，及
时协同化解处置等。

协同加强治安形势研判预警

建立突出风险隐患共享数据库；建
立完善跨区域危爆化物品一体化管理
机制，对生产、销售、运输、储存、使用等
各个环节，实行全环节动态跟踪、全过

程信息互通；对跨区域的基础设施、重
点工程、开发项目、重点企业，建立矛盾
纠纷协同排查机制，及时跟进化解社会
稳定风险等。

协同排查化解风险隐患

深化完善对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与
流入地“双向管理”机制；加强行业场所
管控合作，实行跨区域精准管理；联合

开展对重点单位、重要设施、人员密集
场所，以及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通道
的多层级联勤巡逻等。

协同加强交界区域治安防控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