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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找到致敏原！
呼和浩特花粉监测全面启动

养生健康

健康周刊

（2版）综合

内蒙古生命关怀协会
正式成立

积食、厌食、腹泻、困倦……
多因为“湿”！

夏天祛湿，试试这些方法

国家卫健委：将支持指导各地公立医院全面推开薪酬制度改革

累计投入 40 多亿元！
呼和浩特医疗资源不断优化

国家药监局首次将“网红”
护肤品纳入重点监测品类

三明医改经验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

深化薪酬制度改革，调动医务人员积极

性。在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秘书处、国家

卫生健康委近日召开的推广三明医改经

验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对

此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三明医改在这点上做得非常有成

效。”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司长许树强

指出，通过深化薪酬制度改革，实行全员

目标薪酬制，实行党委书记、院长和总会

计师年薪制等措施，医务人员收入逐年

增长，公立医院运行支出结构也得以优

化。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一级巡视员

朱洪彪表示，薪酬制度改革是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公

立医院综合改革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

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的一项重大举

措。2017年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启动了

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从优化薪

酬结构、合理确定薪酬水平、完善考核评

价机制、落实自主分配权等这些方面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也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

做法。其中，三明医改实施的全员目标年

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就是要树立的薪

酬制度改革的典型。

下一步各地医改在薪酬制度改革方

面如何取得更大突破？朱洪彪表示，下一

步，国家卫健委将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支

持指导各地全面推开薪酬制度改革。包

括以下重点：

一是按照“两个允许”的要求，合理

确定并动态调整公立医院的薪酬水平，

使医务人员的付出和薪酬能够相匹配，

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落实公立医院的分配自主

权。医院在核定的薪酬总量内，可以采取

多种方式自主分配，赋予医院更大的改

革空间，以激发改革的内生动力。公立医

院要用好这个改革政策，探索建立适合

医院实际的薪酬制度，包括薪酬的项目、

薪酬的结构、岗位薪酬的差异、不同学科

之间的平衡等等，最大限度的体现岗位

职责和知识价值，实行以岗定责，以岗定

薪，责薪相适，考核兑现。

三是建立健全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

的薪酬约束机制，公立医院主要负责人

的薪酬水平和本单位的职工薪酬水平保

持在一个合理关系，鼓励对主要负责人

实行年薪制。

四是健全公立医院以公益性为导向

的考核评价机制，并定期对公立医院职

责履行、服务质量、运行绩效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和薪酬总量挂钩。

五是拓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的

经费渠道，深入推进“三医”联动改革，逐

步提高诊疗、护理、手术等技术服务收入

在医疗收入中的比例，增加医院的可支

配收入，为薪酬制度改革提供资金保障。

日前，国家药监局对外发布《2021 年下半年国家化

妆品安全风险监测计划》。该《计划》显示,儿童化妆品、

祛斑美白类、宣称抗皱祛痘类等 18 类产品被列为安全

风险监测重点品种。尤其引发业内关注的是,“网红”护

肤类也首次出现在风险监测计划监测品类当中,显示出

执法部门加强网络销售化妆品质量监管的决心。

根据《计划》内容,2021 年下半年监管部门将重点

监测面膜类、浴足类、儿童化妆品类、宣称舒缓类、宣称

止痒类、宣称抗皱祛痘类、宣称促进毛发生长类、保湿

类、眼用护肤类、健美类、喷雾类、指甲油类、彩妆类、淋

洗类、“网红”护肤类、护发类、祛斑美白类、儿童牙膏类

化妆品共 18类化妆品,计划采集样品约 1100批次。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风险监测采样渠道覆盖线上和

线下的主要化妆品经营者,将对化妆品专卖店、集中交

易市场、美容美发机构以及经营化妆品的电子商务平台

等进行采样。“网红”护肤类、护发类、祛斑美白类、儿童

牙膏类化妆品等约 1100 批次化妆品产品在采样计划

当中。

实际上,化妆品安全风险监测一直充当着“侦察兵”

角色,为化妆品监督抽检、风险研判等监管活动提供重

要的依据参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明确,国家建立

化妆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价制度,对影响化妆品质量安

全的风险因素进行监测和评价,为制定化妆品质量安全

风险控制措施和标准、开展化妆品抽样检验提供科学依

据。

据了解,本次计划风险监测的采样、检验工作由中

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湖南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广东省药品检验所、四川省食

品药品检验检测院、深圳市药品检验研究院 6家监测

机构承担。

据《法治日报》

日前，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召开呼和浩特市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发布会

上，呼市民政局、呼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呼市教育局、呼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呼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就呼和浩特市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

体情况进行了介绍。

医疗资源不断优化

呼和浩特市累计投入 40 多亿元，

陆续新建了市第一医院、市蒙医中医医

院、市妇幼保健院、市口腔医院，改扩建

了市第二医院、市职业病医院。新建和

改扩建旗县综合医院、中蒙医院 10 所。

“十三五”期间，呼和浩特市对 42 个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76个乡镇卫生院、812

个村卫生室同步进行了建设，市政府出

资为全市乡镇卫生院配备了“大三件”、

“小三件”设备 288 台件，基层名医工作

室实现了全覆盖。2020年，呼和浩特市

启动公共卫生应急保障项目，规划建设

用地 780 亩，总建筑面积 21.07 万平方

米，基本建设总投资 19.17 亿元。项目包

括呼和浩特市第二医院迁建项目、呼和

浩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呼和浩特

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业务用房合

建项目、呼和浩特市职业病防治院建设

项目、呼和浩特市精神卫生中心建设项

目。

2020 年底统计，全市有各级各类

医疗机构（包括自治区在内）3008 所，

注册执业（助理）医师 18019 人，注册护

士 20517 人，编制床位 21327 张。按常

住人口计算，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

师 5.7 人、拥有护士 6.5 人、拥有床位

6.7 张，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

2021 年，呼和浩特市为加速推动

医疗服务高质量发展，将外请专家列入

政府工作报告，按照“走出去、请进来”

的原则，逐步打造国家级、自治区级重

点专科。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多

次带领市卫生健康委及市属医院与北

京市医学会、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京蒙

对口协作办、北京 23 家医院进行了对

接，就技术指导、人才培养、学科建设、

科研教学、会诊转诊、医院管理六个方

面达成共识。市财政局拿出 1200 万元

用于引进北京医疗服务。今年计划外请

专家出诊 3240 人次、开展学术交流 48

次、外派进修人员 200 人、培养医护人

才 1000 人、师带徒 800 人，五年内争

取建设 1个国家级重点专科、10个专科

达到自治区重点专科水平。截至目前，

有北京等区外 70 多人次专家来呼和浩

特市出诊、会诊、手术，为患者提供了便

捷的医疗服务。

医改取得积极成效

呼市紧跟全国步伐，坚持医疗、医

药、医保“三医联动”，先后出台了 40 多

项改革措施，通过取消药品加成、实行

药品采购“两票制”“带量采购”和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等举措，切实减轻群众就

医负担。

据介绍，全市公立医院均建立了现

代医院管理制度，其中 4家医院进入自

治区试点行列。13家三级公立医院实施

了分时段预约诊疗服务，其中 8 家医院

接入全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实现了线

上支付与检验检查结果手机查询，3 家

三级综合医院开展了日间病房和日间

手术试点，不断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康

服务需求。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所有二级

公立综合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签订双

向转诊协议。深化以三级医院为龙头的

医疗联合体建设，建成城市医疗集团 3

个、专科联盟 43个、高层医疗协同体 38

个、医共体 10 个，建成紧密托管医联体

8个，医疗集团和专科联盟覆盖医疗机

构 302家。

呼市充分发挥三级医院在诊疗服

务中的辐射带动作用，下沉优质医疗资

源，持续提升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服

务能力，引导医联体内形成顺畅的转诊

机制。推进县乡村一体化管理，在 5 个

旗县推行县域医疗综合改革。先后启动

实施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乡村医生巡

诊、基层名医工作室建设、医师多点执

业、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等一系列改

革政策，并大力推进市第一医院创“三

甲”、旗县区综合医院创“二甲”，人民群

众看病就医获得感不断增强。

智慧医疗建设稳步推进

推进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

息化建设，创新发展智慧医疗，改善医

疗服务。市第一医院建成远程医疗会诊

服务平台，覆盖医疗机构 33家。为进一

步提升基层卫生信息化能力，呼和浩特

市为乡镇卫生院配齐数字化医疗设备，

建设基层医疗机构一体化“云医疗”系

统及影像、彩超、心电远程诊断中心。依

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全市 9 家自治区

级医院、6 家市属医院、10 家旗县区级

综合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

互联互通，做到了数据共享与业务协

同，区域信息平台已集中整合居民健康

档案、全员人口信息和医疗机构诊疗信

息约 8亿条。

为解决医疗机构“一院一卡、重复

发卡、互不通用”就医“堵点”问题，全市

全面推广电子健康码应用，有 26 家二

级以上公立医院接入系统，实现居民诊

疗“一码通”。截至目前，共发放电子健

康码 580 万余张，医院累计用码 2000

余万人次，居民平均每次就诊用码 3.6

次，使用电子健康码就诊已经成为青城

居民的新时尚。

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大幅提升

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

务”的目标，呼市不断加大投入，2021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

2015 年人均 45 元提高到 70 元，服务

项目由 9 类 22 项增加到 13 类 56 项。

全市法定传染病报告率达 98%以上，免

疫规划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 95%以

上，多年来未发生人间鼠疫，连续 15 年

没有乙脑、30年没有白喉报告病例。呼

市率先在全区建成标准化预防接种数

字化门诊 104 个，实现了疫苗接种安全

可靠、全程可追溯。

呼市全面筑牢鼠疫防控“三道防

线”，建成鼠疫监测与应急演练培训基

地，有效遏制鼠间疫情扩散蔓延，严防

人间鼠疫发生。

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加强出生缺

陷综合防治，全市全面开展免费婚检、

免费增补叶酸、免费孕前优生检查、产

前筛查及新生儿疾病筛查，在自治区率

先开展“新生儿耳聋基因、遗传代谢病

免费筛查。开展妇女病普查诊治，免费

为近 40 万名农村妇女实施乳腺癌、

宫颈癌“两癌”检查，救助“两癌”贫

困患病妇女 925 名。以创建国家卫

生城市为抓手，深入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大力普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和技能，群众防病意识和健康素养明显

提升，2020 年全市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 20.28%以上。

中蒙医药事业发展
振兴提质提速

呼市加大中医药（蒙医药）事业投

入，形成了以自治区和市级中蒙医院为

龙头、旗县中蒙医院为骨干、其它医院

中医（蒙医）科为补充、社区卫生服务机

构和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网底的中

医（蒙医）医疗服务体系，一大批名中医

（名蒙医）在推动中蒙医事业传承发展、

保障群众健康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全

市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实现了中医馆（蒙医馆）全覆盖。

健康扶贫实现圆满收官

脱贫攻坚开展以来，市卫生健康委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和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把健康扶贫作为重大政

治任务和民生工程，以提高基层医疗机

构服务能力为抓手，聚力实现贫困人口

看病“有地方、有医生、有制度保障”，特

别是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务艰

巨的情况下，攻坚克难，尽锐出战，使健

康扶贫各项政策落地生效。

2016 年以来，全市累计入院救治

贫困患者 68425 人次，其中 30种专项

大病累计救治 2690 人。累计为 44884

户贫困家庭、36243 名贫困慢病患者开

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了贫困人

口签约服务全覆盖。贫困人口县域内就

医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全市贫困人

口住院共发生医疗费用 18444 万元，其

中自付比例为 11.25%，个人负担控制在

可承受范围内，健康扶贫步入与乡村振

兴相衔接的发展轨道。呼和浩特卫健委

被自治区党委、政府授予“全区脱贫攻

坚先进集体”。

来源：内蒙古自治区医改办、呼和

浩特市卫健委

据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