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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南岸 寻访
长嘉汇城市会客厅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像像影影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乐在茵畔古溪公园
广阳湾智创生态城茵畔古溪公园位于茶园大道南侧，东临苦

溪河，是构成城市绿色廊道的重要板块。该公园建设总面积近3
万平方米，建有休闲广场、阳光草坪、互动菜园、儿童乐园、篮球场
等。走进公园，市民既能赏花散步，又能休闲健身，还能享受亲子
乐趣。

视觉重庆签约摄影师 钟志兵 摄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采销〔2022〕（荣昌）0001号

重庆市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1月13日

序号

1

矿山名称

重庆市荣昌区排山坳石材
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许可证号

C5002262010127130
095610

注销时间

2022年1月4日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
12日，我市第九批第二期援藏专
业技术干部工作座谈会召开。记
者从会上获悉，自去年3月我市第
九批第二期援藏专业技术干部开
展援藏工作以来，帮助当地打造农
业品牌146个，还实现绿色食品和
有机农产品零的突破。

据介绍，过去一年，援藏专技
干部们把产业作为突破口和主战
场，争取计划外援藏资金222.8万
元，推动援藏工作从“输血”转向

“造血”，为当地持续发展培育新动
能。

一年来，援藏专技干部帮助当
地打造农业品牌146个，认证无公
害农产品97个，绿色食品、有机农
产品、地标农产品品牌49个，实现
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零的突破。

在援藏干部支持下，3家涉农
商贸公司与昌都蓝天圣洁产业投

资公司达成意向性协议；持续打造
贝母试种推广基地，实现川贝母在
高海拔地区成功试种；实施牦牛人
工授精冷配15832头；成功引进1
家投资规模1000万元的企业入驻
芒康产业园区。

同时，援藏干部还开展医疗惠
民行动，惠及群众1.6万人。在援
藏干部推动下，察雅县人民医院成
功创建二级乙等医院，芒康县、类
乌齐县、察雅县三县人民医院和一
批乡镇卫生院新开设五官科、胃镜
室、B超室等专业科室，多项手术
为所在县区首例。

在援藏干部推动下，“一市三
县”组建“渝昌教研工作坊”12个，
开展教研活动68次、讲座31场，
开展线上研修22次、受益15630
人次。在“渝阅”计划中，为芒康县
中小学捐赠图书20多万册，为30
个中小学改扩建图书室。

第九批第二期援藏专技干部
帮助当地打造农业品牌146个

本报讯 （记者 张凌漪）1
月12日，记者获悉，“小记者看大
重庆”——重庆市首届青少年全媒
体创新创意大赛于近日启动。据
悉，活动将持续至4月，面向本市6
至 17周岁少年儿童开展作品征
集、评审和小记者培训。

本届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团市委、市校外联联合举办，
旨在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

“小记者看大重庆”主题，以小记者
的视角，用镜头记录重庆发展新风
貌，讲述新时代的重庆故事，厚植
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本次大
赛根据参赛选手的年龄，分为儿童
组（6岁至12岁）与少年组（13岁至
17 岁），选手可通过动态抓拍、主
题策划等拍摄方式创作图片新闻
参赛，或以播报、采访、纪录、剧情

短片等方式创作视频新闻参赛。
目前，大赛已启动作品征集环

节，时间截止到2月28日。大赛
将根据每组申报作品总数的1%、
3%、5%、10%分别评选出图片类、
视频类作品的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优秀奖，并为一等奖获得者
的指导教师颁发“优秀指导教师
奖”；同时，针对视频类作品，还将
颁发“最佳影片奖”“最佳剧本奖”
等特别奖。

据介绍，活动主办方将特邀部
分获奖选手代表开展系列培训活
动，邀请新闻领域专家、一线资深
采编人员等组成小记者培训营智
库团，组织培训营学生开展相关活
动，了解新闻采编运转流程。同时
开展走进直播间等活动，通过会客
访谈等多种形式，让他们体验镜头
下的直播效果。

重庆市首届青少年
全媒体创新创意大赛启动

□本报记者 申晓佳

《重庆市大健康产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2021-2025年）》（以
下简称：《规划》）近日出炉。《规划》
指出了怎样的发展方向，有哪些重
点任务？1月12日，市发展改革
委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该负责人介绍，从主要目标来
看，《规划》提出，到2025年，基本
形成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
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大健康产业
体系，优质健康资源覆盖面有效扩
大，健康创新技术和转化能力大
幅提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更加健全，健康中国重庆行动建
设取得明显成效，大健康产业成
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基本
建成全国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先
行区。

到2035年，国家医学名城、西
部医疗高地、国家重要医药基地和
国际知名康养胜地国内外影响力
更加凸显，成为面向世界、服务全
国的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高地。

在产业发展方面，《规划》提出
了5个重点领域。

首先是优质化发展医疗卫
生服务业。坚持扩增量与提质
量并重，加快国家医学中心、国
家区域诊疗中心（中医）、国家中
医疫病防治基地、国家中医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建设，大力发展智
慧医疗服务，提升“重庆医美”知
名度，打造国家医学名城和西部
医疗高地。

第二是集群化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统筹中医、西医两大领域，
加快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高
端医疗器械、医药流通服务升级发
展，形成配套体系完整、规模效益
突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医药

产业集群，建设国家重要医药基
地，打造国际医药供应链枢纽城
市。

第三是特色化发展养生养老
产业。突出产业融合、特色创新，
推动养生养老服务与文化、旅游、
教育、体育等业态融合发展，提档
升级和新建一批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国家森林康养基地，大力发展
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打
造国际知名康养胜地。

第四是专业化发展健身康体
产业。围绕以增强人民体质为核
心，加快体育强市建设，全面发展
健身休闲、赛事活动、健身用品等
业态，推动健身康体产品和服务层
次更加多元优质，建设全国户外运
动首选目的地和体育健康休闲消
费集聚地。

第五是精细化发展健康管理
产业。坚持以健康需求和健康问
题为导向，不断提升健康管理服务
质效，逐步推广全生命周期分级式
的健康管理服务模式，大力丰富健
康管理服务产品，推动向个性化、
专业化、智慧化发展。

相应地，《规划》也提出了5项
重点任务。要求增强发展动能，构
建科技成果从研发、中试、市场化
导入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夯实发
展载体，做强巴南重庆国际生物
城、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和水
土生物医药创新基地；激发发展活
力，努力形成龙头企业“顶天立
地”、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的发
展格局；提升发展能级，让更多

“重庆造”健康产品和服务享誉全
国、走向世界；拓展发展空间，充分
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推动成渝地区大健康产业协同发
展，强化与沿海发达地区健康产
业互动。

2025年基本建成全国
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先行区

市发展改革委解读《重庆市大健康产业
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重庆市卫生健康发展“十四五”规划出炉

到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3岁
居民健康水平

到 2025 年，我市人均预期寿

命达到 79.3 岁，婴儿死亡率保持

在 3.5‰以下，孕产妇死亡率保

持在 10/10 万以下，健康行为全

面普及，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0%

本报讯 （记者 李珩）1月12日，
市卫生健康委公布了《重庆市卫生健康发
展“十四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按
照《规划》，到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3岁，全市建成三级医院100个，每个
区县至少建成1个三级医院，1个二级甲
等以上公立中医类医院，1个标准化妇幼
保健机构。

关键词：居民健康水平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30%

《规划》提出，到2025年，我市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建设与重庆中西部
唯一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一区
两群”功能定位相匹配的优质高效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
能力明显提升，科技水平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建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医学
中心，保障全民健康的制度更加完善，健
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健康服务质量和健
康保障水平不断增强，健康生活方式得到
普及，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实
现健康公平。

以居民主要健康指标为例，到2025
年，我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3岁，健康
预期寿命稳步提高，婴儿死亡率保持在
3.5‰以下，孕产妇死亡率保持在10/10
万以下，健康行为全面普及，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达到30%。

关键词：公共卫生体系
建设紧急医学救援、突

发中毒事件处置等市级卫生
应急队伍各3-5支

如何更好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等传
染病？《规划》提出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
系。其中，就包括建设现代化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即构建以“市—区域—区县”三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各类专科疾病防治
机构为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为网底，军民融合、防治结合、全
社会协同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我们将构建梯次化响应卫生应急队
伍体系。”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全市将布局建设紧急医学救援、突发中毒
事件处置等市级卫生应急队伍各3-5支，
市级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应急队伍2—4
支。每个区县建成紧急医学救援、突发急
性传染病防控、突发中毒事件处置等3个
专业的标准化卫生应急队伍。各级疾控
中心，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中医医院
各至少建成1支背囊化快速反应小分队。

关键词：医疗服务
每个区县至少建成1个

三级医院

在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上，《规划》提
出，到2025年，全市建成三级医院100
个，市级医院全部建成三级甲等医院，重
点支持大渡口、潼南、城口、酉阳、秀山等
优质医疗资源缺乏的区县创建三级医院，
新增10个左右三级甲等医院。

加快建设国家医学中心，推进创伤、
神经、传染、呼吸、口腔、职业医学、中医等
领域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到2025
年，创建国家医学中心1个，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5个。

在“十四五”时期，三级公立医院门诊
患者平均预约诊疗率达到50%以上、预
约后平均等待时间低于30分钟。持续推
进二级以上医院“智慧医院”示范建设，提
升医院智慧化服务应用水平。

关键词：健康中国重庆行动
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提升到40%

《规划》还提出，要构建覆盖全社会的
心理健康服务网络，到2025年，每10万
人口拥有6名精神科医师，居民心理健康
素养水平提升到40%。

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城
镇创建，力争国家卫生区覆盖率达到

80%、国家卫生县城覆盖率达到90%、国
家卫生乡镇覆盖率达到10%。

在职业病防治上，到2025年，每个区
县至少有1个公立医院能够开展职业健
康检查，甲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均具备职
业健康检查能力，尘肺病康复站覆盖
10%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此外，将建成中医药服务体系。每个
区县至少建设1个二级甲等以上公立中
医类医院。推动医疗机构开展中医特色
康复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实现县级以
上公立中医医院治未病科室建设全覆
盖。实施“巴渝岐黄工程”，培养“巴渝岐
黄学者”30人、中西医结合高层次人才
100人，评选重庆市名中医60-80人。

关键词：医疗改革
每个区县构建紧密型区

县域医共体1-2个

《规划》提出，我市全面推开医共体
“三通”建设，每个区县构建紧密型区县域
医共体1-2个。

在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上，建立合
理补偿机制，建立健全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医疗机构充分参
与、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形
成机制，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入的比例
达到35%以上。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规划》提
出要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婴幼儿
照护服务发展、加强妇女儿童健康服务、
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等。其中，实施健
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
动计划，孕产妇系统管理率、3岁以下儿
童系统管理率均达到94%。加强妇女常
见病防治、妇女“两癌”检查区县覆盖率达
到100%。加强学生近视、肥胖、龋齿、脊
柱侧弯等常见病防治，12岁儿童患龋率
控制在30%以内。

推动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开
设老年病科、康复科或治未病科，二级以
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不
低于60%，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比
例不低于85%。

关键词：医疗人才
实施三大人才振兴专项

据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市将实施
“人才强卫工程”，持续实施“医学领航人
才”“医学枢纽人才”“医学守门人才”三大
人才振兴专项。

在医学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上，依托陆
军军医大学，新建地下空间医学大科学装
置。积极新建1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国家
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争取新备案一批
国家干细胞临床研究机构。

到2025年，实现100个二级以上医
院达到“智慧医院”水平。创建国家级健
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创新中心，重点支撑人
口家庭监测、分级诊疗、医防协同、综合管
理和科研教学等创新发展。

《规划》还提出，推进川渝卫生健康一
体化，比如探索组建医联体或专科联盟；
实施电子健康卡互认、二级以上公立医疗
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在“一区两群”协调发展上，推动长
寿、江津、南川、璧山等4个同城化发展先
行区形成大健康产业聚集区，提升涪陵、
合川、永川、綦江—万盛等4个重要战略
支点城市卫生资源适度超前配置，发挥大
足、铜梁、潼南、荣昌等4个桥头堡城市连
接城乡、联动周边的发展优势，协同建设
高水平医院、发展高水平专科、培养高水
平人才。

着力构建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卫
生健康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在万州建
设市级区域医疗中心，依托“万开云”规划
建设三峡城市卫生健康核心区。

推动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卫生健
康创新发展。按照“一心、一堡、四节点”
的发展格局，支持黔江建设市级区域医疗
中心；发挥秀山渝东南桥头堡城市作用；
支持武隆建设健康旅游示范区；支持石柱
创建“两群”卫生健康协调发展示范区；发
挥酉阳、彭水卫生健康门户作用。

资料来源：市卫生健康委
制图/曹启斌

医疗改革

我市全面推开医共体“三通”建

设，每个区县构建紧密型区县域医共

体 1-2个。医疗服务收入占医疗收

入的比例达到35%以上。孕产妇系统

管理率、3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均

达到94%。加强妇女常见病防治、妇

女“两癌”检查区县覆盖率达到 100%

医疗服务

到2025年，全市建成三级医院

100个，市级医院全部建成三级甲等

医院。创建国家医学中心 1个，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5个。在“十四五”时

期，三级公立医院门诊患者平均预约

诊疗率达到50%以上、预约后平均

等待时间低于30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