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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新郑市卫生工作紧紧围绕“人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障
的社会性公平”的目标，积极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卫生资
源配置，巩固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稳妥推进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和水平，着力打造“为民卫生、效能卫生、公平卫生、和谐卫生”，着
力实现医疗保障全覆盖、医疗设施全覆盖、医疗服务全覆盖，筑牢
百姓健康防护网，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三个全覆盖 筑起“百姓健康网”
——新郑市卫生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陈扬边艳高凯李伟彬刘栓阳 通讯员 田胜利范彩霞孙阳阳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
康服务的方向，坚持预防为主、
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
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
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
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
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
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

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
服务。

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
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
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巩固基
本药物制度。健全农村三级医
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
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公立医院

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扶持中
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提
高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加
强医德医风建设。改革和完善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
身心健康。

——《十八大报告》摘编

医疗设施全覆盖
——夯实医疗卫生基础设施

健全三级医疗服务体系

12月24日上午，新郑市观音寺镇王行庄村的高
海芳领着孙女来到了村卫生室。

“高大姐，来量血压了？”医生王宏亮热情地和高
海芳打招呼。“是啊，自从有规律地坚持吃药和复查，
这多年的老毛病算是彻底得到了有效控制！”

经过一番检查，王宏亮又交代了几句，临行不忘
叮嘱道：“冬天到了，要注意保暖和饮食。”

听着暖心的话，看着亮堂的村卫生所，高海芳给
孙女上了一堂“忆苦思甜”的教育课。

说起之前的村卫生所，就是“家所合一”，前边临
路一间房子，看病抓药；后边一间屋子，生活起居。
有时饭香混着药味飘出，说不出什么味道，却成为那
个时期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记忆。

“诊断室、治疗室、药房、观察室、健康教育室五
室分开，再不是‘家所合一’了。”王宏亮接过话茬说。

近年来，新郑市抢抓医改机遇，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步伐，基础设施全面改善，医疗卫生机构面貌焕然
一新。仅就村级卫生所而言，新郑市先后投入 2200
多万元，全面完成全市309家村卫生所标准化建设，
并为所有村卫生所配备了电脑、诊断床、诊断桌、治
疗柜、药柜等基本医疗设备。

此外，通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方式，新郑市推
进全市乡镇卫生院升级改造建设。目前，该市12家
乡镇卫生院和2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达到了国家
卫生院建设标准和要求。各医疗单位诊疗设备也全
面升级，所有市级医院和部分乡镇卫生院都购置了
彩色超声波诊断仪、CT 等大中型医疗设备，能够开
展各类常见手术和复杂的心脑外科手术，医技服务
能力全面提升。

当前，新郑市在“夯实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上又
迈出了新步伐：在市中心城区新区新建市人民医院，
该建设项目占地面积 240 亩，计划一期投资 3 亿元，
建筑面积12.8万平方米；新建市中医院综合病房楼，
该建设项目投资1.8亿元、建筑面积5.2万平方米；同
时，积极推进市卫生监督所、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项
目建设，新建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楼功能完善，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楼扩建及5个中心卫生院
和 1 个示范卫生院升级改造达标工程；投入 390 万
元，实施乡镇卫生院“温暖工程”，在全市 13 家乡镇
卫生院重点改造建设取暖工程……

打牢地基，才能盖起高楼万丈，完善医疗基础设
施，才能进一步提升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医疗设施
全覆盖，必将更好地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

医疗保障全覆盖
——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
维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

水平，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我们新郑市自
从2005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参合农民
人数逐年增多，2005 年参合人数 45.6 万人，参合率为
86.4%，但是今年参合人数就达到了 49.7 万人，参合率
达到99.7%。”新郑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八千乡中心卫生院的取药处，记者见到了在此
取药的该乡村民孙兰英。孙兰英拿着手中刚刚取的药
说：“这几天温度忽然下降了几度，由于没及时增添衣
服染了风寒，还引起了喉咙发炎，这不一大早赶紧来这
医院找医生给开了些药。”谈起开的这些药，孙兰英告
诉记者：“现在我们老百姓享受的政策越来越好、越来
越多呀!你看这阿莫西林，在这里我们买的一盒还不到
一块九，比外边可便宜多了！”

新郑市自 2010 年 3 月 1 日起在全市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各乡镇卫生院成立了
基本药物配送服务站，实现药品零差价销售。“我们新
郑市有507种基本药物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统一
网上采购。自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药品费用
下降了30%，直接让利患者3156.9万元，极大减轻了患
者医药费用负担，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了新医改带来
的实惠。”该市卫生局药政科负责人马新喜说。

开展此项工作的同时，新郑市还积极开展新农合
经办机制改革工作，开展新农合补偿费用即时结报。
家住龙湖镇的曹某就是其中一名受益者，对于这项工
作是拍手称好。今年3月份，曹某生病住进了该市中医
院，他告诉记者：“我们前前后后总共花了五万多，对于
我们这样的家庭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经过补偿
报销，我们只花了两万元的医药费，大大减轻了我们家
的负担，感谢政府，感谢这些好政策。”

新郑市还全面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认真
落实农村适龄妇女宫颈癌、乳腺癌检查、补服叶酸、降
消、免费婚检等惠民政策，切实有效缓解了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

如今，在新郑市各社区、农村，
经常可以看到居民的家庭医生“片
医”。他们身着一袭天蓝色服装，
骑着统一配备的电动车，载着统一
的急诊药箱，三两人一起，走街串
巷，走村入户，为居民提供预防保
健、妇幼保健等服务，构成一片覆
盖全市社区、农村的医疗蓝海，成
为一道广为新郑百姓津津乐道的
靓丽景观。

自 2010 年开始逐步推行“片
医负责制”工作，新郑市依托各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
片医办公室。每个乡（镇）以行政村
为单位，将行政村划分为 4~5 个服
务片区。每个片区选派一名卫生院
医生、一名护士、一名防保人员，与
当地村医组成片医服务小组。

“俺这儿每家每户都有‘片医’
的联系卡，如果谁生病了，打个电
话，负责我们的片医就会及时过来
为我们诊治。如果病情较重，还会
及时转到上级医院;如果是高血

压、糖尿病还会及时纳入慢性病管
理，一年四次进行免费面对面随访，
平时他们还走门串户给我们送资
料，讲解健康知识，定期开展健康讲
座……有他们在身边，我们感觉健
康特别有保障!”该市龙王乡二甲张
村的张书伟说。

推行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
理，将全市原有的 522 个村级医疗
机构整合为 359 个，进一步优化了
乡村卫生资源，有效提高了服务能
力；成立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办公
室，按照“谁服务，谁受益”的原则，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制度，
提升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工作
热情和服务能力，切实推进了基层
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开展。目前，
全市建立纸质和电子档案 637862
份，使广大居民实现了“健康档案
有人建、小病能够及时看、大病有
人帮着转、预防保健有人管”的健
康需求。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全民健

康生活方式“一二一”行动、公民健
康素养基本知识与技能传播、万名
医护送健康、卫生下乡、真情十送、
卫生健康大讲堂、医疗卫生系统全
面控烟等活动受到了老百姓的一
致好评。“市里举办的健康讲堂让
老百姓很受益，每次讲课时我们听
得都很认真，你看每次听课我都记
了学习笔记，生怕听过的内容过后
给忘了。”该市城关乡胡庄村村民
高明说。

确立立足社区、面向家庭、优
质便捷、综合服务的公共卫生服
务工作方向，坚持贴近居民、惠及
百姓、用心服务、让群众满意的服
务理念，新郑市统筹推进城区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改
造和农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建
立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医
疗 保 障 体 系 ，提 供 优 质 医 疗 服
务。在“全面推进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等化”的光明大道上，
新郑市正快步前行!

医疗服务全覆盖
——努力提供优质医疗服务 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新郑在全市 12
个乡镇、3个社区成
立公共卫生服务管理
中心，统一设置健康
管理单元、门诊体检
单元、化验单元、公
共卫生服务单元四
个服务区域，并从每
个乡镇卫生院抽出
15%~20%的专业技
术人员，专门从事公
共卫生服务管理工
作，实现公共卫生工
作“一站式”服务。

诊断室、治
疗室、药房、观
察室、健康教育
室五室分开，标
准化村卫生室
为村民带来了
全新卫生服务。

走村入户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
新郑市投入1100多万元免费为全市60岁以上老人

和中小学生健康体检，60 岁以上老人数体检率

93.85%。图为新华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60岁以上老

人体检。

新郑市通过多种途径进行信息采
集，使健康档案得到及时更新，保持了资
料的连续性，为全面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和生活质量奠定了基础。图为卫生系统
信息员对居民健康档案进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