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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青城旬查”

本报记者 李艳红

为提升呼和浩特市医疗服务能力的

整体水平，呼和浩特市与北京市中医管

理局以新一轮京蒙对口帮扶为契机，开

展“双首”健康行动，共推中（蒙）医药事

业发展。

8月 4日，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呼

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开展“双首”健

康行动，共推中（蒙）医药事业发展 5+N

项目启动仪式举行。为落实疫情防控的

有关要求，启动仪式采用视频会议的方

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双方分别在各自会

场进行“双首”健康行动合作框架协议签

约，举行“5+N”项目揭牌，颁发挂职副院

长聘书。

呼和浩特市政府与北京市中医管理

局开展“双首”健康行动，以“首都”带“首

府”，涉及五大类、32 个合作项目，涵盖

首府群众最急、最盼、最需、最关注的中

（蒙）医药诊疗科目，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从医院合作、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建设、专

家派驻、名医工作室设置、名医团队带

教、名医挂职等多个方面，帮助呼和浩特

市全面推动中（蒙）医药医疗保健、科研

教学、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各领域跨越

式发展，让首府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到优质的中（蒙）医药诊疗服务。

争取利用 3—5年
提升“三力”，实现“五强”

依托北京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以

区域特色诊疗中心、名家团队工作室、重

点学科（专科）、名医走基层服务点、互联

网诊疗平台建设及中医药人才培养、文

化传承和产业发展等为共建内容和有力

抓手，争取利用 3-5 年的时间，大幅提

升“三力”（中（蒙）医药服务影响力、学术

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实现“五强”（中

（蒙）医药疾病预防能力明显增强、中

（蒙）医药医疗救治能力明显增强、中

（蒙）医药科研能力明显增强、中（蒙）

医药文化传承创新能力明显增强、

中（蒙）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明显增

强），推动呼和浩特市在中（蒙）医医

疗、保健、科研、教学、产业、文化等各领

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打造首府中（蒙）医

药发展制高点。

建立“三三”合作机制
建立“三三”合作机制，即支援单位

和受援单位各建立三个机制，切实加强

务实合作，有效提升帮扶效果。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作为支援单

位，建立三个机制。

一是团队工作室机制。北京市支援

单位根据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呼市蒙

医中医医院、呼市妇幼保健院、基层中医

蒙医医疗机构）实际需求，选定学科（专

科）、专家、文化、健康、产业策划等团队

组建 22 个团队工作室（每个团队 5 人

左右），发挥名团队工作室带动作用，通

过医院帮医院、团队带团队、名医带名医

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助力提升呼和浩特

市中（蒙）医药服务能力。

二是学科（专科）带头人挂职机制。

北京市支援单位选派学科（专科）带头人

到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挂职副院长或

学科（专科）主任，签订责任书，明确

挂职目标，采取“团队对团队、科室

对科室”的导师制方式，对受援单位

人员进行传、帮、带、教，积极带动培养

一批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学术领先的中

医药人才。

三是共建服务点机制。由北京市支

援单位与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基层中

医医疗机构）共建 10 个“北京 - 呼和浩

特中（蒙）医药医疗合作服务点”，由北京

市支援单位团队工作室、名医工作室和

市蒙中医院团队工作室专家以不同帮扶

形式定期到服务点出诊、带教、宣教，推

广临床诊疗方案和适宜技术，普及中

（蒙）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提升群众中

（蒙）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让群众在家门

口享受高端、优质的服务，满足基层群众

对中（蒙）医药服务的基本需求。

带动提升呼和浩特市
中（蒙）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
呼和浩特市作为受援单位，同步建

立三个机制。

一是与名家团队“一对一”跟学机

制。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呼市蒙医中医

院、呼市妇幼保健院、基层中医医疗机

构）根据支援单位建立的名家团队工作

室，选定业务骨干人才一一对应组建学

习专班，“一对一”跟班学习，加强临床实

践，通过名团队工作室的传帮带，培养一

批专业人才团队，加强重点学科、重点专

科建设，加快推进受援单位名医名科名

院建设；

二是学科（专科）带头人及业务骨干

进修培训机制。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呼

市蒙医中医院、呼市妇幼保健院、基层中

医蒙医医疗机构）选定医护人员定期到

北京市支援单位进修学习和临床实践，

支援单位为受援单位培养学术骨干和学

科带头人，积极培养受援单位高层次临

床科研教学人才，提升受援单位高层次

临床科研教学水平。

三是建立基层名医名家工作室机

制。由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呼市蒙医中

医院、基层中医医疗机构）针对不同区域

的硬件基础和学科优势，选定 10 个“北

京—呼和浩特中（蒙）医药医疗合作服务

点”，分为延续类、链条类和创新类三类，

由北京市支援单位团队工作室、名医工

作室、市蒙中医院团队工作室专家以不

同帮扶形式定期到服务点出诊、带教、宣

教，推广临床诊疗方案和适宜技术，普及

中（蒙）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提升群众中

（蒙）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满足群众在家

门口享受优质医疗的服务需求，不断带

动提升受援单位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

平。

建立 22个“团队”工作室
10个基层医疗合作服务点

北京市支援单位在呼和浩特市受

援单位（市级中医蒙医医疗机构）建立

22 个“团队工作室”（包括睡眠医学诊

疗、中医脾胃病科、中医心病科、中医风

湿病科、中医脑病科、中医肾病科、中医

肛肠科、中医内分泌科、中医老年病科、

中医治未病科、中医康复科、中医皮肤

科、中医儿科、中医妇科、中医眼科、中医

骨科、中医肝病、中医传染病、中（蒙）医

特色肿瘤康复中心、中（蒙）医药研发、中

医药文化建设、中医药产业发展），按照

分级分类原则，所有项目分为甲、乙、丙

三类，按照产学研分为A、B、C三级。通

过医院帮医院、团队带团队、名医带名医

等多种形式，逐步推进重点学科（专科）

建设、人才培养、科研项目、基础性课题

研究、临床诊疗方案和适宜技术推广、中

医药文化传承、药品研发、产业发展策划

等帮扶工作。同时建立项目管理清单，定

项、定人、定效，由乙方配置优质资源，双

方统筹资金、资本、资源，全力推动项目

落地见效。

北京市支援单位与呼和浩特市受援

单位（基层中医蒙医医疗机构）共建 10

个基层医疗合作服务点（包括创新类：和

林县中蒙医医院，延续类：清水河县中蒙

医医院，链条类：新城区医院、回民医

院、玉泉区中蒙医医院、赛罕区中蒙

医医院、土左旗中蒙医医院、托克托

县中蒙医医院、武川县蒙中医医院、

呼市第一医院金川分院），由北京市支援

单位团队工作室、名医工作室、市蒙中医

院团队工作室专家以不同帮扶形式定期

到服务点出诊、带教、宣教，推广临床诊

疗方案和适宜技术，普及中（蒙）医药健

康文化知识。

依托名医名家团队工作室，北京市

支援单位帮助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加强

重点学科、重点专科建设，重点打造国家

级中医特色诊疗中心 1个（睡眠医学中

心），国家重点学科 1 个（中医脾胃病

科），国家特色优势重点专科 2 个（中医

心病科、中医风湿病科），自治区重点学

科 2个（中医脑病科、中医肾病科），自治

区特色优势重点专科 5个（肛肠科、中医

内分泌科、中医老年病科、中医儿科、中

医妇科）。

北京市支援单位每年免费接收呼和

浩特市受援单位 200 余名医务人员进

修学习，培养带教医务人员 300 余人，

名老中医拜师传承 60 余人，为受援单

位培养学科带头人、技术骨干等。

北京市支援单位与呼和浩特市受援

单位之间搭建互联网诊疗平台，建立

线上、线下疑难重症会诊、学术交

流、专科培训、双向转诊绿色通道机

制，支援医院优先安排受援医院转送的

疑难病人。

北京市支援单位与呼和浩特市受援

单位加强科研合作，充分发挥重点学科

（专科）优势，每年举行 10-15 场学术研

讨或论坛，加强学术交流，提升学术影响

力。

北京市支援单位与呼和浩特市受援

单位共同推动中（蒙）医药文化传承创新

发展。实施“五个一”工程，即：建设一个

中医药（蒙医药）文化主题公园和博物

馆，打造一条中医药（蒙医药）文化旅游

街区，推出一批中医药（蒙医药）旅游文

创产品，培养一批中医药（蒙医药）文化

传播人才，建立一批中医药（蒙医药）文

化科普基地。积极帮助呼和浩特打造国

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和国家健康旅游

示范基地。

北京市支援单位派出专家团队，支

持呼和浩特市受援单位大力发展中药材

（蒙药材）产业，培育黄芪等一批道地药

材良种繁育基地和规范化、规模化绿色

有机种植基地。建立呼和浩特市中药材

产地直供模式，发展中药材电子商务。加

强中药材（蒙药材）标准化种殖技术研

究、新品种培育及技术示范推广，稳定中

药材（蒙药材）种植产量和品质，使其成

为乡村振兴的新型产业。

依托“双首”行动帮扶平台，由中蒙

医药研发团队牵头，进行内蒙古十大道

地药材传统优质资源基础研究，打造“蒙

十味”中药材品牌，提升中药材（蒙药材）

产地加工和饮片加工能力。保护传统中

药（蒙药）加工技术和加工工艺，加强现

代科学技术在中成药（蒙成药）研发生

产中的应用，强化市蒙医中医医院

蒙医药制剂能力和标准化建设，积

极争取将 1-2 项名医名方列入国家

药准字。

本报讯（记者 李海燕）近日，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医疗收

费电子票据启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内蒙古国际蒙医医

院成为全自治区医院中首家上线单位，标志着内蒙古医疗收

费电子票据的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既实现了医疗收费电子

票据改革落实，又实现了全区财政电子票据区块链的落地。

据悉，作为全区首批医疗电子票据改革试点单位，内蒙古

国际蒙医医院在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指

导支持下，经过前期调试、磨合和对接，历时一个月实现与自

治区财政厅财政电子票据区块链的信息互通。医疗电子票据

开具后，票据信息可实时同步至区块链上保存、交付及应用流

转。实现了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操作留痕迹、过程可跟踪、可实

时查看，以及监管上的可追溯、防篡改和防造假，进一步满足

社会各界对医疗收费电子票据报销、入账等应用的便捷度需

要。

通过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区块链平台，构建安全可信的

数据共享渠道，实现全区跨单位、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共享，

打通开票单位———报销单位———财政部门入账信息通路，从

就诊到报销应用，全面减少患者排队及往返办事，同时满足报

销企业精准报销需求。充分发挥了财政票据作为财务核算的

原始凭证和政府监督检查的重要依据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

升财政公众服务水平，优化全区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宏伟）记者日前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筑牢全区

疫情防控“医保网”。

一是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会同自治区财政、卫健委陆续出

台了多项特殊医疗保障政策，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

及时救治、确保收治医院不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二是开通疫

情期间新增项目审核和药品、医用耗材采购绿色通道，并适时

动态调整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费用。三是将卫生健康部门新冠

肺炎诊疗方案中的药品、医疗服务项目，临时性纳入医保支付

范围。四是及时出台便民措施，简化异地就医备案手续，实现

医保服务“不见面办”“及时办”“便民办”“延期办”“放心办”。

五是做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及费用保障工作。认真落实新冠

病毒疫苗免费接种政策，建立医保、财政、卫生健康部门联合

工作机制，全面开展政策动员和技术培训。按照国家医保局部

署，及时向疾控部门预付 16亿元新冠病毒疫苗费用。各统筹

区医保部门合理设置专项医保资金，接种费用及时拨付接种

单位。加强对疫苗接种进度和资金使用等情况的动态监控，切

实保障疫苗及接种费用及时、足额结算。

下一步，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将建立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

治费用保障机制，在突发疫情等紧急情况时，确保医疗机构先

救治、后收费。一是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医保支付政策，完

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得不到及

时救助。二是探索建立特殊群体、特定疾病医药费豁免制度，

有针对性免除医保目录、支付限额、用药量等限制性条款，减

轻困难群众就医就诊后顾之忧。三是统筹医疗保障基金和疾

病应急救助基金、公共卫生服务资金使用，实现公共卫生服务

和医疗服务有效衔接。

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
正式启用医疗收费电子票据

我区进一步筑牢
疫情防控“医保网”

近日，自治区级家庭健康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在兴安盟乌

兰浩特市正式启动。乌兰浩特市各镇街办事处分管领导和相

关工作人员参加启动仪式。

据了解，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家庭健康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依托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项目周期一年，项目资金十万

元。该项目将为家庭健康提供信息、宣教、咨询、体检等为一体

的活动场所，主要设置青春健康咨询室、老年活动区、阅读区、

家庭医生工作室、休息区。家庭健康服务中心扎根社区、整合

资源、服务家庭，以“生命全周期”服务为核心，将家庭健康、计

划生育、优生优育和婚姻服务有机融合，渗透到基层。通过开

展健康宣传活动，积极倡导文明、健康、安全、环保的生活方

式，广泛宣传普及家庭健康、优生优育、青春健康、生殖健康、

中老年健康、营养膳食等知识，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养。

下一步，乌兰浩特市计生协将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开展活

动，充分发挥家庭健康服务中心作用，大力倡导健康理念，普

及健康知识，促进家庭和谐，提升人口质量。

据兴安盟卫生健康委员会

内蒙古家庭健康
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启动

从现在到出伏，每天煮碗它
清热消暑又养心

（2版）综合

让群众享受优质的中（蒙）医药诊疗服务

32个合作项目落地呼和浩特市

心理健康辅导志愿服务
深入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