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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保障精准定位 增进群众健康福祉黔江区卫生健康委

“两不愁三保障”，既是底线性任务，承载
着厚重的民生期待；也是一块“试金石”，检验
着脱贫攻坚的成色。黔江区健康扶贫工作在
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坚持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围绕解决因病致贫返贫问
题，逐步构建覆盖全区贫困人口可靠高效的
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疾病防控体
系，力阻病根变穷根，为贫困群众筑起健康防
线。

强化七道医疗保障

在金溪镇长春村，本是泥水工有着不错
收入的李方成3年前突然罹患肝硬化，多次
治疗将一家三口陷入困境之中。正当李方
成一家被重病压得喘不过气来时，黔江区健
康扶贫措施及时到位，伸出援手。经过多重
医疗保障报销支持，其医疗自付费用控制在
10%以内，解了燃眉之急。

近年来，黔江区委、区政府将健康扶贫
纳入全区脱贫攻坚总体部署和安排，成立了

“两不愁三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并在区卫生
健康委成立了健康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定期
督查指导。同时强化政策保障，实施七道医
疗保障，对贫困人口参加基本医保按照个人
一档缴费部分70%进行资助（2020年 175
元/人）、100元/人购买精准脱贫保，设立健
康扶贫基金，对贫困人口进行二次救助。
2018年至2020年11月，该区累计投入健康
扶贫基金近4398.6万元，对贫困人口住院自
付比例超过 10％、慢病或特病门诊超过
20％部分给予二次救助。

动态监测促脱贫防返贫

促脱贫和防返贫同样重要。“无论是未
脱贫户，还是脱贫监测户，都是脱贫的坚中
之坚，更是当前帮扶的重中之重。”黔江区卫
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冯本学表示。

石家镇茶溪村4组村民左朝辉去年10
月被查出肝硬化等，今年以来三次住院治

疗，花费7.5万多元，经过多重医疗保障报销
支持，自付仅6700多元，缓解了其经济压
力，降低了致贫风险。

因病致贫是扶贫路上一块难啃的“硬骨
头”，“辛苦奔小康，大病全泡汤”。不论是李
方成这样的贫困户，还是左朝辉这样的脱贫
边缘户，能从因病致贫的重压下缓解翻身，
正是黔江区精准发力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的

成果。
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接下

来，黔江区卫生健康委将坚持目标导向和精
准方略，进一步完善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和医疗救助等为主的多重医疗保障体系，加
强卫生健康信息平台建设，建立区乡村三级
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疾病监测网络，
确保人民群众医疗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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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溪镇卫生院让群众实现幸福感
葱郁的树林环绕、崭新的大楼

矗立、宽敞的门诊大厅……走进金
溪镇卫生院新院，优美的环境让人
心旷神怡。金溪镇位于黔江区东南
部，是全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辖区人口14880人，如今在精
准、强有力的脱贫攻坚措施下，小镇
离贫困渐行渐远，新院成为当地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凝聚了政府扶贫
工作的心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服务好基层百姓。”12月17日，医院
院长张霞昌笃定地说。

据了解，金溪镇卫生院新院由
区卫生健康委协调、市卫生健康委
帮扶集团筹资2600万元，于今年3
月28日正式投入使用，建设综合业
务用房4800平方米，职工周转宿舍
1500平方米，服务辖区人口14880
人，辐射周边太极乡、白土乡、水田
乡、石家镇、鹅池镇、新华乡6个乡
镇，辐射区域服务人口35000人，累
计服务人口约50000人。设置床位

50张，配置进口岛精DR数字化X
光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彩色多普
勒超声及先进的康复设施设备，具
备开展外科、妇科手术能力，新建医
疗污水处理站，配套停车位和供水、
供电、消防、医疗垃圾处理、医疗污
水处理设施设备等，打造为我市一
流乡镇卫生院。

近年来，金溪镇卫生院全面实
施健康扶贫工程。2014年辖区贫
困户2157人，因病致贫1377人，占
总致贫因素的62%。贫困人口到
2020年已清零，贫困人口住院自付
比例由2017年底的26.28%下降到
9.77%，真正让群众实现安全感、幸
福感。

黔江区疾控中心，市救灾防病
应急中心黔江分中心、重庆市中毒
控制中心黔江分中心设置在此，承
担了渝东南二区三县（黔江、酉阳、
秀山、彭水、武隆）重大疫情和突发
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技术
支撑与业务指导工作职责。新冠
疫情发生以来，中心闻令即动，1月
20日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防控领导小组和疫情应急处置
小组，分设流行病学调查、疫情信
息、核酸检验、环境灭毒、后勤保
障、健康宣传6个小组，快速反应、
全员参与，迅速筑起了一方抗击疫
情的坚实阵地。

流行病学调查组每收到一名
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信息，流
行病学调查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一
线，进行翔实的调查，准确锁定病
毒可能的传播对象和范围；检测组
除负责辖区内疑似病例、密切接触
者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还承担了
渝东南片区核酸试剂分发、标本复
核的任务，更担负着全区二级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的核酸样本检测和
生物安全培训工作；消杀灭组运送

物资，指导开展全城消毒，身背沉
重的消毒喷雾器，每天对定点隔离
宾馆、确诊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家
庭院落进行终末消毒；疫情信息组
对所有上报的疫情信息进行收集、
整合、研判、筛选和处理，最终“萃
取”成一份简洁的疫情快报，为区
疫情指挥部提供决策依据；后勤保
障紧急组织采购医用防护口罩、消
毒药品及一线工作人员物资保障
以及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物品；健
康教育宣传组利用微信公众号、

QQ群、气象应急预警平台、移动用
户平台向居民推送疫情防控知识
和健康信息。

正是这样众志成城、全力以
赴、争分夺秒的紧张工作，区疾控
中心打出了一套疫情防控组合拳，
用专业技术能力和守土尽责的拼
搏精神护佑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今年9月，中心获“重庆市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的殊荣，梁
中、唐慧玲获“重庆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个人”。

黔江区疾控中心筑牢渝东南疾控高地

何婧 图片由各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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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实施健康扶贫基金二次救助，截至今年11月，慢病签约服务累计救治35322

人，占需签约服务人数的100％；大病集中救治累计救治14853人，占需救治人数的100％，重病

兜底救助累计救治5248人，占需兜底救助人数的100％。所有贫困人口基本医疗得到保障。

实施“光明行动”白内障手术3175人次，减免费用584万余元，免费开展贫困患者髋膝关节

手术278台次，为贫困患者减免医疗费用723万元。该项目得到国务院扶贫办有关领导的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

建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219个，在家且有签约意愿贫困人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

100%。

黔江区中医院开展义诊，到鹅池镇筛查白内障患者

链接》》
黔江区健康扶贫成绩单

守护群众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大足区人民医院

提升综合实力
群众“有病可医、有病能医”

“十三五”时期，医院建筑面积由
3万余平方米增长至20万平方米；编
制床位由800张增加至1200张；总
诊疗人数由 60.44 万人次增长至
78.47万人次；手术台数从1.49万台
次增至2.27万台次；新增医疗设备
1000余台套，引进3.0T核磁共振、
128排能谱CT、西门子生化免疫流水
线、1250mA血管机、智能消毒机器人
等先进设备；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近300
项，数十项技术填补了大足区空白
……在大足区人民医院“十三五”总结
简报上，这一串串硬指标、硬数据彰显
了医院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

“这看是一串数据，其实是无数
‘足医人’用心血和汗水铸造出来
的。”回首过往，医院原院长、返聘回
院、现年70岁的罗于海说。他坦言，
医院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离不开年
轻一代的刻苦钻研与艰辛付出。他
们舍小家顾大家，创造了医院现在的
一个个奇迹。“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
特别是2016年‘三甲’医院成功创建
以来（2020年11月顺利通过‘三甲’
医院复评），辖区百姓真正实现了有
病可医、有病能医。危急重症患者的
抢救能力在医院多学科、多领域实现
了多个突破，真正实现了‘大病不出
区县’目标。”罗于海说。

加强学科建设
塑造医院品牌核心竞争力

据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5年
来，医院建立起了以市级重点专科为
龙头、区级重点专科为基础的较为完
备的学科体系，先后成立了睡眠心身
中心、全科医疗科、血管外科。

据悉，目前已建成市级区域医学
重点学科4个（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重症医学
科）、市级临床重点专科10个（麻醉
科、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神经外
科、泌尿外科、肾内科、感染科、重症
医学科、针灸科、肿瘤科）、市级医疗
特色专科4个（心血管内科、泌尿外
科、肝胆外科、呼吸内科）、区级重点

专科31个；2017年率先引进华佗工
程、韩德民院士工作室，成为全国区
县级医院标杆；有序推进胸痛中心、
卒中中心等五大中心建设。2018年
11月、2019年12月先后通过国家胸
痛中心（标准版）认证和国家高级卒
中中心验收。“各学科均形成了自身
的特色优势，大幅提升了医院的品牌
核心竞争力，综合诊断治疗水平跃居
重庆区县级医院先进行列。”该负责
人表示。

人才梯队建设
助力科教研实现新跨越

“十三五”时期，医院大力实施
“人才引培工程”，深入推进“科教兴
院、人才强院”战略。每年至少投入
1200万元用于学科和人才建设，完
善人才对外引进与对内培养机制，先
后引进博士、硕士研究生70人、本科
生100余人。现有高级职称128人，
博士、硕士研究生150人。

据介绍，5年来，先后成为成都
中医药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非直管
附属医院；2020年成功创建国家住
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获得科研项

目142项，发表医学论文408篇，其
中SCI论文10篇；获市、区科技成果
（进步）奖20项；接收培养国内医学
院校实习生2000余人。

加快改革创新
“智慧医疗”惠及群众健康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除了网上
预约、网上挂号外，远程会诊等智慧
诊疗方式为救治像我这样的危重患
者节约了大量时间。”12月17日，在
该院心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室，床号
205、家住大足区石马镇的黄雷（化
名）说。

据心内科副主任黄国鹏介绍，黄
雷患主动脉夹层。通过远程会诊，及
时掌握了患者病情，并交代路途上的
注意事项。到院后，通过绿色通道，
30分钟内便进入手术室。施行主动
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后，患者生命
得到了有效救治。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医院投
资6000余万元打造智慧医院。聚焦
群众最急、最忧、最想的问题，建立完
善了HIS、LIS、PACS、电子病历系统
等医院信息管理系统。依托信息技

术优化流程，实现了移动支付、诊间
结算、自助报告查询等多项便民惠民
功能。2019年先后获得重庆市首批

“美丽医院”、重庆市四级“智慧医院”
荣誉称号。

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智慧
医疗”的基础上，为真正还惠于民及
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5年来，全
面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不断健全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面取消药品和
耗材加成，彻底破除了以药补医机
制。他强调，为充分发挥区域医疗龙
头作用，2018年11月率先组建医院
集团。2020年3月成立医共体，探索
建立“三通两同”管理模式，成立人
事、财务、医疗等七大管理中心，多措
并举下沉优质资源，远程影像、远程
心电、远程会诊等平台为基层医院提
高服务能力提供了坚强保障，初步建
成“供给足、环境美、服务优、上下联、
信息通、医防融”的新型区域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

实现党建引领
让发展更具科学性、方向性

“党的任务布置到哪里，党的组

织就建在哪里。”这是医院党委书记
席家庄常说的一句话。他指出，为激
发改革新生机、新活力，牢牢把握改
革方向盘，支部必须建立在科室上。
为健全党务机构、推进党支部标准化
规范化建设，5年间，将原有4个党支
部调整为34个（含退休党支部），同
步设立党总支4个。

“通过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
促改革、保落实，使得决策更规范化、
科学化，办院宗旨更明确，公立医院
的公益性也得到全面落实，职工的凝
聚力、战斗力得到全面加强。”席家庄
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凸显。43名优秀医护人员
奔赴湖北抗疫一线，每天的“战役日
志”真实诠释了他们“用生命守护生
命”的大爱担当及“每个党员就是一
面旗帜”的铮铮誓言。

5年来，医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
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百姓放心百
佳示范医院、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敬
老文明号和重庆市卫生健康系统先
进集体、重庆市抗击新冠疫情先进单
位、重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重庆市
首批美丽医院建设示范单位等国家
级和市级荣誉60余项。

展望“十四五”，席家庄提出了医
院未来发展新思路。他指出，医院将
围绕区委“4433”发展战略，着力推
进医院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从“临床型医院”向“教学研究型
医院”两个转变，并作出了“136”发展
思路的系统谋划。同时，借助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着力打造“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中部医疗中心”，以
一流队伍、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
管理、一流环境为群众提供更加优
质、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

马太超 吕红亮 周丹

图片由大足区人民医院提供

“十三五”时期，大足区人民医院推动
医疗高质量发展，医院综合实力提升，医
疗新技术实现跨越发展，群众就医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攀升。

“十三五”时期，大足区人民医院在大
足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牢记“以人
民健康为中心”的宗旨，锐意进取，大胆创
新，在硬件投入、医疗技术、学科建设、人
才梯队建设等领域彰显了“足医速度”，一
项项硬指标的完成、新数据的更新谱写着

“足医赞歌”。在每一项医疗硬指标、大数
据的背后无不凝结着几代“足医人”的无
私付出。特别是在心脏外科、微创、介入
等技术领域填补了该院多项空白，多个单
项技术甚至走在了重庆市区县级医院前
列。

“人民满意、社会满意就是我们最大
的追求。用‘医者仁心’守护群众健康就
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医院党委书记席家
庄表示。

大足区人民医院全景

院领导率队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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