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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
创造高品质生活环境

12 月 15 日，巴南区花溪街道红
光社区的“儿童之家”游乐场，三五名
孩子正在玩捉迷藏游戏，他们围着彩
色滑梯奔跑嬉戏，笑声不断。

“多亏了创卫，娃儿有耍的地方
了，环境也变好了。”带孙子在游乐场
玩耍的陈琴芳说，此前这里是块空
地，堆满了垃圾渣土，杂草丛生，久而
久之成了卫生死角。

结合创卫工作，巴南区花溪街道
和区妇联将该地块打造为市级“儿童
之家”，成了社区青少年儿童的多功
能游乐场和教育点。

事实上，这只是我市全域卫生创
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重庆坚持综
合施策、管建并重的思路，通过卫生
城镇创建、农村“厕所革命”、城乡环
境整洁等行动，建设美丽宜居环境，
全市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
强，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不断改善。

在全域卫生创建方面，通过目标
考核、示范带动、城乡联动等措施，全
域推进卫生城镇创建。截至目前，共
创建国家卫生区20个、国家卫生县城
10个、国家卫生乡镇55个，覆盖率分
别为 74%、83%、6.9%。市级卫生创
建开展以来，卫生区县已实现全覆
盖，市级卫生乡镇 349 个，覆盖率为
44%。

在城乡环境卫生整治方面，开展
新一轮城乡环境整洁行动，以农村生
活垃圾、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为重点统
筹推进环境卫生整治。截至2021年，
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为 31.5%，
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覆盖全
市 100%的行政村和 95%自然村组，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26天，农村自
来水普及率为89%，卫生面貌明显改
善，群众文明卫生意识进一步增强。

在农村“厕所革命”方面，坚持质
量优先、分类实施的原则，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截至目前，累计完成农
村户厕改造 433.6 万户，卫生厕所普
及率为85.3%，为防控肠道传染病、改
善群众生活水平、增强文明卫生意识

发挥了重要作用。

持续加强社会健康治理
协同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

从1952年开始，重庆广泛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城乡卫生状况持续改
善。经过70年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
内涵已极大丰富，不再是简单的清扫
卫生，而是事关重庆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事关重庆发展
环境，事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去年，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促进爱国卫生工
作重心转向社会健康管理，为健康中
国重庆行动注入新的动能。

按照《意见》，重庆将全面推进健
康城市健康细胞建设，将健康城市建
设纳入对区县党委政府考核，所有区
县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建设。

2020年，我市开展健康示范建设
效果评估，18个单位被评为健康城市
健康细胞建设示范单位。2021年，首

次开展市级健康乡镇评估，14个乡镇
建成健康乡镇。

此外，我市还探索将健康融入所
有政策，推进健康影响评估制度建
设，指导巴南区、黔江区等5个区县开
展国家试点和市级试点。

持续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健康素养显著提升

近年来，重庆找准新时代爱国卫
生运动的关键，即将群众对健康的需
求转变为对健康生活、健康行为关
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健康观念、养
成健康行为习惯，形成健康生活的社
会共识。

据介绍，通过爱国卫生月、“健康
中国巴渝行”等活动，我市大力开展
健康教育进乡村、进家庭、进学校等
工作。2021年，全市中小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优良率达45%，全市居民健康
素养提高到26.4%。

市卫生健康委还联合市文明办开
展为期2年的倡导绿色环保文明健康
生活方式活动，通过“讲文明”“铸健

康”“守绿色”“重环保”四项行动，为
群众树立新生活指示标，垃圾分类、
分餐公筷、预约看病、一米线成为社
会时尚。

推进健康中国重庆行动之控烟行
动，截至目前，全市建成无烟党政机
关 3543 个，覆盖率为 100%。落实
《重庆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建
立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广泛开展控烟宣传，推动形成
不在他人面前吸烟、勇于拒绝二手烟

的良好社会氛围。

持续推进医防融合
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如何将
爱国卫生工作与疫情防控工作融合
推进？重庆给出的答案是，抓整治优
环境、抓设施强基础、抓习惯促健康，
实现社区管理、群众运动、疫情防控
三者有机结合，发挥爱国卫生环境综
合治理在卫生防病中的关键作用，助
力疫情防控。

“我们向市民发出《人人参与爱
国卫生运动 群防群控助力疫情防
控》倡议书。”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
人介绍，在全市广泛开展爱国卫生抗
疫“六大行动”，大力开展宣传强化社
会动员，建立群防群控的社会大防
线。

市卫生健康委还联合市文明办，
发布《重庆市民健康公约》，策划系列
专题宣传，开展健康公约进学校、进
村庄、进社区活动，将疫情防控时养
成的良好习惯，内化为人民群众的行
为生活方式。

持续开展季节性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汛期和干旱爱国卫生工作，对重
点地区和薄弱环境组织开展环境卫
生集中整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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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运动
开展 70年来，全市
爱国卫生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紧紧围绕不同
时期的工作重点，先
后开展了除害灭病、
五讲四美、改水改
厕、卫生创建、环境
整治、健康城市建设
等一系列富有成效
的活动，为改善城乡
环境、预防和控制疾
病、提升群众文明素
质、促进人民健康发
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新时期爱国卫生
运动方针，以健康城
镇建设、卫生城镇创
建、城乡环境卫生整
治、文明健康绿色环
保生活方式倡导、病
媒生物防制、助力疫
情防控等为载体，大
力推进健康中国重
庆行动，取得了新的
显著成效。

我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美丽的人居环境

党员群众开展清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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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重点学（专）科群
持续改进医疗服务质量

前不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
了2021年度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
考核成绩，市中医院监测指标得分
848.12分，位居全国中医医院第24
名，创历史最好成绩，首次跻身全国
前5%，获A+评级，进入全国中医医
院第一方阵。

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凝聚着无数
代中医人的心血，也标志着医院服务
能力迈上新台阶。

近年来，医院不断加强学（专）科
建设，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5个、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专)科11个、
国家级诊断鉴定机构1个（化妆品皮
肤病鉴定机构）、国家区域中医诊疗
中心2个、重庆市重点学(专)科38个、
重庆市中医名科9个。随着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工程、国家中医药传承创
新中心、中国—新加坡中医药国际合
作基地(重庆)、中国—巴巴多斯中医
药中心、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等国
家级重大重点平台相继落户市中医
院，为解决重大疑难疾病、提升国际
影响力、推动重庆乃至全国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好支撑。

在综合救治能力上，医院坚持医
疗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建成国家高级
卒中中心、胸痛中心、生殖中心和

“120”院前急救指挥系统，实施中医
“热病”一体化、多学科诊疗等模式创
新，建立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
急网络和应急救治工作协调机制，不
断提升危重病人抢救及疫情防控能
力。

医院还开设了国家高级卒中中
心、胸痛中心和生殖中心，配置有医
用直线加速器、伽玛射线立体定向放
射治疗系统、核磁共振等大型医疗设
备200余台，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中医药传承创新获得新突破
实现各级各类人才全覆盖

120年来，医院坚持中医医院姓
“中”定位,发挥中医药优势,做强优
势学科,让中医药传承创新获得新突
破。

医院对战略病种、优势病种和常
规病种进行分类管理，开展了白癜风
等15个中医优势病种临床研究，牵头
制定了湿疹中医临床路径全国标
准。实施肛痈、肺癌、乳腺癌等临床
路径63个，优化了高血压、脑梗塞等
44个中医优势病种。

做好中医适宜技术推广的同时，
以重庆市中医特色诊疗工程技术中
心为平台，不断挖掘传承中医特色技
术，编撰了14部《重庆市中医院百年
薪火传承集》，形成了以传承5代的巴

渝肛肠流派为代表的多个中医药技
术传承团队。

医院建成设备技术先进的中药
制剂研发平台，年生产制剂86万瓶，
完成撤热存津方等20多种中药特色
制剂的初期研发；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治中，研发并获批中药制剂3个，推广
使用6000余剂；完成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重大疑难疾病中西医临床协作
试点项目（肝纤维化）及省级中医康
复服务能力规范化建设项目；全国中
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重庆）建设项
目和11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
工作室全部通过验收；获批重庆市中
医治未病中心。成功举办数届中医
药文化节和“中医传承讲习所”，出版
《重庆名医名方》《重庆市中医院百年
薪火传承集》等多部专著，有力推动
了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医院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近年
来，医院通过大力实施“引智”工程、
客座专家教授“柔性”引进工程等，加
快汇聚行业高端人才，持续增强学科
实力；通过实施“青苗”成长工程、启
动院内拔尖人才培养、开展院级名中
医评选、实施“学历提升”和医疗卫生
专业人才分层分类培养计划等人才
内培工程，建立建强人才梯队。

目前，医院已建成以2名国医大
师、3名全国名中医、2名国家青年岐
黄学者、3名重庆市首席医学专家、42
名市级名中医、500余名高级职称专
家、212名博士、37名博士后、68名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导师为主体，实现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重庆市医
学领军人才、重庆市首席专家工作室
领衔专家、重庆市中青年医学高端人

才等各级各类人才全覆盖的优秀人
才队伍。医院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
博士较2012年分别增长了近3倍和
18倍。

医院注重医教研协同发展，积极
搭建学术平台，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和重庆市院士专家工作站
等市级平台5个。建立教学管理体
系，设置了40个教研室，明确了教学
组织管理职能分工。近10年累计培
养本科生160名、博士研究生6名、硕
士研究生近300名。

情系民生 践行使命
开展健康扶贫、区域医疗帮扶

120年来，医院始终心系社会、不
负使命。面对四川雅安芦山抗震救

灾、尼泊尔卫生应急救援，医院医务
人员总是冲锋在前。面对新冠病毒，
无论是援外，还是支援湖北、吉林、上
海和新疆、西藏、北京；无论是主城内
外定点救治医疗机构，还是方舱医
院；无论是院内急诊急救、发热门诊，
还是正常医疗救治；无论是中医药抗
疫制剂研究生产，还是区域疫苗接
种、核酸采集，到处都有市中医院人
无畏逆行、团结抗疫的奋斗身影，先
后形成3版中医药防治方案、获批中
医药防治新冠肺炎项目8项、研发中
药制剂3个，完成核酸检测40万人
次、新冠病毒疫苗接种9.5万剂次。
医院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
国创先争优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
明单位、重庆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集体等荣誉100多项。

如何让中医药更好地惠及更多
群众？医院坚持开展“五位一体”医
联体模式，高质量完成丰都、合川等
10 家区县中医院紧密型医联体建
设。成立16个中医专科联盟，覆盖全
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800余家，辐射
云南、贵州、四川等近 100家医院。
免费为20家区县中医院建立远程医
疗分中心，指导垫江县等8个区县中
医院成功创建“三甲”，6家区县中医
院成功创建“二甲”，帮助11个区县建
成重点（特色）专科27个，培训医务人
员2000余名。

医院坚持开展“百场健康公益巡
讲及义诊”“三诊三送”“送温暖、惠民
生”等公益活动 1000余场，捐助经
费、药品、器械等1000万余元，惠及
群众500万余人次。

站在新起点上，医院将不断推进
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医院建设成为誉
满杏林，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美丽
中医院；将以继往开来、再铸辉煌的
勇气和决心，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
更全面的医疗服务；将勇往直前、乘
势而上，迎接新的责任和挑战，为重
庆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贡献力量。

韩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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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华璀璨双甲子 守正创新再出发

国家级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项目（重庆市中医院四期工程）规划图

12月26日，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免疫性疾病）中心项目在重
庆市中医院正式开工奠基，该项目也是医院四期工程，将用中西医
结合攻关和现代科技方法开展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等免疫性疾病发
病机制研究与临床疗效评价。

该项目的动工，对市中医院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也为医
院建院120周年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1902年建院以来，医
院始终秉承“以人为本·仁爱包容·精诚奉献”的理念，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踔厉奋进，守正创新，走出了一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之路。

重庆市中医院120年历史沿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