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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雨 风力东北风3~4级 温度最高11℃最低4℃ 降水概率 60％

打造高品质都市党报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走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征程上，人民政协顺利
完成又一次新老交替。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11日下
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
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当选
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同时选出
23位全国政协副主席。

选举结果宣读前，十一届全
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来到大会会
场，对新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的即将产生表示祝
贺。当会议主持人宣布俞正声
当选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主席后，贾庆林与俞正声热烈握
手，全场响起长时间的掌声。

会议选出的政协第十二届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杜青林、
令计划、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

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
和、何厚铧、张庆黎、李海峰、苏
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
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陈晓
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

会议选举张庆黎为政协第
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并
选出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299名。

会议于下午 3 时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大会的执行主席是
杜青林、万钢、林文漪，会议由
杜青林主持。十二届全国政协
委员共 2237 人，今天实到委员
2194人，符合选举的法定人数。

选举开始前，会议主持人
首先请工作人员宣读总监票
人、监票人名单。总监票人、监
票人随即就位，监票人检查了
全场23个票箱情况。两名总监

票人环视监票人检查票箱后向
会议报告了检查结果。

随后，工作人员开始分发
选票。选票分为两张，金红色
的是选举主席、副主席、秘书长
的选票，粉红色的是选举常务
委员的选票。

根据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
会议选举办法，大会选举采用无
记名投票方式。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和常务委员采用等额选
举的办法产生。候选人得到的
赞成票超过全体委员的半数为
当选。工作人员宣读填写选票
的要求后，委员们开始写票。15
时 40 分，投票开始，总监票人、
监票人就位并先投票，委员们按
座区分别到指定票箱投票。整
个投票过程持续了约26分钟。

当工作人员计算完回收选

票后，总监票人向会议主持人
递交投票结果报告单。会议主
持人宣布：选举有效。

计票完毕，工作人员宣读
选举计票结果。选举结果表
明，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
务委员共 323 名候选人得票均
超过全体委员总数的半数，全
部当选。

新当选的全国政协主席、
副主席平均年龄为 63.7 岁，副
主席中，中共党员11名，非中共
人士 12 名，少数民族人士 4 名，
女性 2 名。新当选的常务委员
平均年龄为 59.4 岁，其中非中
共人士 195 名，占 65.2%；少数
民族人士38名；女性36名。

全场委员以热烈掌声祝贺
新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的诞生。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
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秘书长常务委员名单

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选出领导人

俞正声当选全国政协主席
杜青林、令计划、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林文漪、罗富和、何厚铧、

张庆黎、李海峰、苏荣、陈元、卢展工、周小川、王家瑞、王正伟、马飚、齐续春、陈晓光、
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讯员 李
军永）据河南省生态林业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测算，2011—2012年度我市森
林与湿地年度生态效益总价值达到
352亿元。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森
林城市，提高市民生活质量。10年来，
我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全力推进
森林生态城市建设，累计投入资金40
多亿元，提前 4 年完成新增 100 万亩
森林的建设任务，城市周边形成 5 个
大型森林组团，沿黄河大堤建成了一
道长74公里、宽1100米的绿色屏障，
沿公路、河渠形成了多道绿色长廊，
全市林地面积达到 346 万亩，森林覆
盖 率 达 26.33% ，林 木 覆 盖 率 达
33.81%，生态和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建设美丽宜居郑州，加快生态乡
村步伐。以多功能、高标准农田林
网，健全森林生态网络体系，以乡村
人居森林建设为重点，建设生态经济

发达、生态环境优美、生态家园和谐、
生态文化繁荣的森林生态乡（镇）和
林业生态村。按照规划，到 2015 年全
市要建成 100 个森林公园，主题森
林公园 32 个，专题森林公园和特色
森林公园 68 个，形成森林公园体
系；到 2020 年，全市将建成林业生
态村（社区）1100 个，县城建成区及
镇区绿化覆盖率 35%以上，村庄林
木覆盖率达到 45%，全市森林覆盖
率稳定在 35%以上，建成区绿化覆
盖率 45%以上。

“森林城市，绿色郑州”是今年我
市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主题，全市计划
安排义务植树 355.6 万人次，建立各
级义务植树基地102个，建成95个森
林社区和5个森林乡镇。新建或改造
提升生态廊道 694.4 公里，绿化廊道
面积3200万平方米，新建、续建、改造
提升 12 个森林公园和 10 个“走进森
林示范园”，4月下旬向市民开放。

森林城市 美丽绿城
我市森林与湿地年度生态效益352亿元

卫生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协调工作小
组办公室按语：建立“医疗联合体”，推进医
疗资源纵向整合，是当前提高医疗服务体
系整体效率，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的重
要手段。近日，河南省以郑州大学附属郑
州中心医院为牵头单位，建立了由44家医
疗机构组成的首家区域“医疗联合体”，力
争实现优质资源区域内全覆盖，切实落实
“基层首诊、分级诊治、急慢分治、双向转
诊”的就医模式，为群众提供安全、价廉、高
效、优质、方便、连续的医疗服务。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组建医疗
联合体，以大型公立医院的技术力量带动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提升，缓解群众“看
病难”。

“医疗联合体”
记者在河南采访了解到，大医院门庭

若市，走廊随处可见病床。阑尾炎、胆结
石……这些常见病和多发病，过去可通过
社区医疗、乡镇卫生机构和一、二级医院治
疗，如今也到三级医院诊治。

河南省人大代表刘祥调研这一现象后
对记者说，有的大医院“撑得”盲目跑马圈
地，“大跃进式”扩张。殊不知医院大规模扩
建和床位扩张一定程度上损害患者利益，大
扩张最终将使扩建费重新回到患者身上。

而乡镇、二级医院门可罗雀，人员、设
备空转，社区医院更“不景气”。这不仅浪
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也影响到医疗服务
体系整体效率的提高。

如何给大医院“减压”，给小医院“补血”？
2012年，郑州市卫生局确定由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三甲大院联手一、二级医
院，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44家
医疗机构，组建跨行政隶属关系的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区域“医疗联合体”。

为医疗联合体探路
郑州市卫生局局长顾建钦介绍说，郑

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区域医疗联合体
是区域内医疗机构以独立法人身份，以自
主自愿为原则，在联合体章程下，共同协
作、共同发展的合作组织。

据统计，成立联合体后，区域内形成开
放床位 6180 多张，医务人员 5680 多人，年
门诊人次180多万，出院人次15万，片医小
组 135 个，片医片护 400 多人，服务网络覆
盖郑州西部四区一县大部分地区，服务人
口220多万。

谈起区域医疗联合体设计，郑州大学
附属郑州中心医院院长郝义彬说，在新医
改中，我们发现相当多患者有一、二级医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这两级

“网格”，“看不了病”、“治不好病”的误区，
患者习惯动不动就上大医院看病，最终导
致大医院看病难，基层医疗机构人员设备
空转。

响应郑州市卫生局建设区域医疗联合
体的号召，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与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卫生院合作，建立区
域医疗联合体——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
医院马寨分院，使马寨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医疗技术服务。同时给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提供区域医疗

联合体建设积累了经验。

各级医院共生共长
郑州医疗联合体的实践表明：三级医

院能否积极发挥优势，主动为一、二级医院
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员提供方
便快捷技术服务，是检验医疗联合体有效
性的关键。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吸引更多社区居
民首诊到联合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
镇卫生院或二级医院就诊，郑州中心医院
通过技术输出与交流等方式，统一操作流
程，规范诊疗行为，逐步提高联合体内医
院，尤其是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的医疗服务水平。

探索患者分级诊疗模式，建立三级医
院与基层医院之间协作工作机制，是医疗
联合体的工作重点。联合体内所属医疗机
构，在共同纲领框架下，以技术、服务为纽
带，相互协作，逐步建立组织内分级诊疗、
双向转诊等机制，构建分层级、分阶段、功
能完善、“预防、治疗、康复”相结合的医疗
服务体系，更好地优化、规整了医疗资源。

联合体内实行逐级转诊，以中心医院
为轴心建立规范化双向转诊渠道，设立统
一的转诊预约平台，开通 24 小时服务电
话，完善双向转诊制度，简化双向转诊流
程。联合体内患者转诊执行免费接送，中
心医院着重促进恢复期患者下转，健全保

障转诊后患者延续性诊疗的相关制度。
联合体内学科间实行优势互补与合

作，联合开展科研和教学，推动资源共享。
基层医院通过医疗资源的统筹共享，

在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的同时降低运营成
本，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
持续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

启示新医改方向
专家认为，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建立的区域医疗联合体的新模式顺应了
公立医院改革的发展方向。

郑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荃说，河
南省医疗联合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医疗机构发展难题，而且在合理应用区
域内医疗资源、达到区域内医疗资源共享
方面，拓展出一条适合本区域各级医疗结
构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河南省卫生厅的夏祖昌认为，区域医疗
联合体的成立，提高了医疗资源配置效率，着
力实现两个回归：一是让小病、常见病、慢性
病患者回归一、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提高基层医院的技术水平和资源利用率，
让百姓在身边的社区得到更加便捷、规范的
诊疗；二是让三级医院回归疑难重症患者的
抢救治疗、专业队伍的教学培训和学术科研
的引领，提高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让疑难
重症患者在三级医院医、教、研水平不断提升
中看到更多健康希望。 （新华社郑州电）

为大医院“减压”给小医院“补血”

郑州医疗联合体为中国医改闯路
卫生部肯定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公立医院改革做法

新华社记者 闻有成

据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曹
智李宣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11日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
调，全军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
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
强军目标，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
规化建设，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
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习近平认真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并

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建设一支听党
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
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是灵
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能打胜仗是
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
根本指向；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
性质、宗旨、本色。全军要准确把握这一
强军目标，用以统领军队建设、改革和军
事斗争准备，努力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提高
到一个新水平。要铸牢听党指挥这个强
军之魂，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
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不动摇，确保部

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一切行
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扭住能
打仗、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强化官兵当兵
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牢固树立
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按照打仗
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确保部队招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作风优良是我军
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把改进作风工
作引向深入，贯彻到军队建设和管理每个
环节，真正在求实、务实、落实上下功夫，夯
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个强军之基，保
持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良好形象。

习近平在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强调

努 力 建 设 一 支 听 党 指 挥
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俞正声主席

本报北京专电（中原报业传媒集团北京全
媒体新闻中心特派记者 张乔普李娜李焱）全
国“两会”期间，北京传出让一亿中原儿女振奋
的消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
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昨日，在全国“两会”现
场，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大
卫就此接受了媒体集体采访。

全国首个获批的航空港先行区
我省从2011年开始讨论航空港的设计方

案。在深入谋划和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过程
中，河南省委、省政府会同国家民航局提出了
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的战略构想。

2012 年 11 月 17 日，国务院批复《中原经
济区规划》的同时，同意规划建设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

今年3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郑州航空
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2013—2025年）》，
批复指出：“建设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对

于优化我国航空货运布局，推动航空港经济发
展，带动中原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
现代化协调发展，促进中西部地区全方位扩大
开放具有重要意义。”要求“努力把实验区建设
成为全国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为中原经济
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开放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据了解，这是全国首个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航空港经济发展先行区。

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
“这里将是大枢纽、大产业、大都市。”张

大卫介绍说，规划明确提出，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的战略定位为国际航空物流中
心、以航空经济为引领的现代产业基地、内陆
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现代航空都市、中原
经济区核心增长极。规划确定，实验区是郑
汴一体化区域的核心组成部分，包括郑州航
空港、综合保税区和周边产业园区，规划期为
2013—2025年。 （下转六版）

规划方案获国务院正式批复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为中原崛起插上腾飞“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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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