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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研究9900万人的“头等大事”

公公立立医医院院改改革革要要先先向向自自身身开开刀刀

本报记者 陈玮 李钢 王小蒙
实习生 吕蒙蒙

全省人均期望寿命
达78 . 5岁

我省卫生与健康的总体情况是怎
样的呢？几个数据见证着山东在推进健
康山东建设方面的成就。会议指出，全
省人均期望寿命达到78 . 5岁，主要健康
指标居全国前列，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
国家平均水平，这对一个9900多万人口
的大省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目
前，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7 . 7万所，
卫生技术人员64 . 3万人，床位数54 . 3万
张，形成了覆盖城乡、机构完备、功能互
补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同时，与中央新部署新要求相比，
与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的形势
相比，我省卫生与健康工作还存在一
些薄弱环节和短板。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中提到的四个方面问题，我省
都不同程度存在，有的还具有很强的
山东印记。

比如我省是全国老年人口第一大
省，全省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老年
人 口 分 别 占 总 人 口 的 2 0 . 6 8 % 和
13 . 15%，人口老龄化给医疗、护理、康
复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比如山东作
为农业大省、工业大省，解决农业面源
污染问题，抓好安全生产，推进节能减
排，营造良好健康环境的任务十分艰
巨；再比如，我省医疗资源多而不强，
三甲医院占全国的8 . 6%，国家级临床
重点专科仅占全国的3 . 3%，

省委书记刘家义指出，山东是人
口大省，9900多万人口的健康问题是
头等大事。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统领，认真贯彻中央部
署要求，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
方针，扎实推进健康山东建设，努力实
现与全面小康相匹配的全民健康。

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
心理健康要更加重视

如何实现全民健康？预防是第一
步。会议指出，划定健康“红线”，守住
健康“底线”，从源头上消除影响健康
的各种隐患。一分预防胜过十分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在预防建设
上多投入1元钱，就能在治病上少支出
8 . 5元，节约100元抢救费用。

坚持预防为主，心理健康要更加
重视。数据显示，我省18岁以上居民精
神障碍患病率达17 . 56%，其中最严重
的是抑郁症，但就诊率只有5%左右。
会议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
们的工作都进入快节奏，心理调适一
旦滞后，就容易产生各种精神疾病。会

议要求，既要注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也要让全社会行动起来，转变对心理
健康的错误思想观念，及时加强心理
疏导和干预，确保早发现、早治疗。

“教育是最好的疫苗。”刘家义引
用一组数据，指出我省居民饮食高油、
高盐、过量饮酒等一系列不健康生活
方式引发的问题。他指出，要深入开展
健康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家庭
等活动，实施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和全
民健身行动，引导群众养成自主自律
的生活方式，全面提升健康素养。

破解大医院就医
“托门子、找关系”

目前，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虽有缓
解，但看病不舒心、不满意，多跑路、多
花钱的情况依然存在。比如大医院人
满为患、一床难求，三级医院床位使用
率多在98%以上，看病住院需要托门
子、找关系。而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会议指出，建立分级诊疗制度，有
利于推动优质资源下沉，为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的医疗服务，这是一条被广
泛认可的经验。此外，要积极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拓展服务内容，完善服
务方式，规范服务标准，引导群众患病
后第一件事问诊自己的家庭医生。

目前，山东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已
率先全面展开，而公立医院改革的主
要目标是解决百姓看病就医难题。对
公立医院改革问题，刘家义指出，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首先要向自身开刀，现
在不少医院端着国家的饭碗，喊着按
市场运作，很难办好。必须坚持政事分
开、管办分开，推动医院管理模式和运
行方式转变，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
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会议要求，要认真研究解决之道，
全面落实政府对公立医院的投入政
策，完善补偿机制，逐步化解长期债
务，为医院发展减轻负担。

“一票制”挤掉药品流通水分
妥协赔钱解决不了医闹

实现全民健康，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至关重要。

然而在2016年，我省严重扰乱医
疗秩序事件就有16起，伤医案件55起，
受伤害医务人员达71人。

会议强调，医务工作者是白衣天
使，是健康的守护神，他们为了患者健
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有的甚至不
惜牺牲自己的健康。近年来一些地方
发生的医闹、暴力伤医事件，严重扰乱
了正常就医秩序。“对此，我们一定要
态度鲜明，要知道花钱买不来平安，妥
协换不来和谐，‘赔钱’不是解决之

道。”刘家义说。
会议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负起

责任，严厉依法打击医闹和暴力伤医
行为，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医患纠纷，切
实维护好和谐医患关系。

现在，许多药品已成为厂家、中间
商、医院的“唐僧肉”，有的药品从出厂
到医院，经过层层加价，增加几十倍甚
至上百倍，造成药品价格虚高，增加群
众看病负担。会议指出，深化药品流通
体制改革，有利于减少药品流通环节，
降低群众就医成本。

“流通环节的水分挤掉了，药品价
格也就下来了。”刘家义说，改革的重
点应当是，由原来的开三四次发票，改
为“两票制”，鼓励实行“一票制”，不再
层层倒手。

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直接催生健康
产业崛起。会议指出，山东拥有近1亿人
口，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消费
需求旺盛，健康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我
们必须有机遇意识，把发展健康产业作
为新动能培育的重点，采取有针对性措
施，加快打造成为支柱性产业。

刘家义说，最近，省委、省政府已
将创建国家级医养结合示范省纳入全
省新旧动能转化重大工程，有关部门
制定了创建工作方案。“要深入开展调
研，搞好论证分析，把情况摸透、把问
题找准、把措施定实，确保起好步、开
好局。”

健康山东的建设已经有了具体要
求，真正实现9900万人的全民健康目
标，关键在于怎么落实。会议指出，我省
卫生与健康改革一直在推进，出台了不
少政策、措施、行动方案，总体落实还可
以。但涉及部门利益、深层次体制机制
的一些关键政策落实还不尽如人意。

对此，会议也对健康山东建设的
落实，提出了要求。

会议指出，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在发展理念
中充分体现健康优先，在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中突出健康目标，在公共政策
制定实施中向健康倾斜，在财政投入
上保障健康需求。

建设健康山东涉及多个部门、多个
层次，需要多方联动，步调一致，奏响人
民健康“大合唱”。各级政府要担起保障
责任，强化监管措施，同时积极鼓励社会
力量兴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要优化人
才布局，充实基层人才力量，突出抓好急
需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
养，努力打造一支人民满意的卫生工作
队伍。要让广大群众真正“动起来”，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汇
聚健康山东建设的强大合力。

11日，全省卫生与健康大
会召开，对加快推进健康山东
建设，进行研究谋划，从预防、
医改、培育健康产业方面，为
健康山东的建设，一一划出了

“重点”。
全民健康是9900万山东

人的头等大事，下一步，健康
山东建设向更高层次推进，就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
就干什么，老百姓有什么困
难，我们就解决什么困难。

大会强调狠抓落实

全全省省每每月月一一次次大大会会

干干部部说说清清落落实实情情况况

讲完了健康山东建设怎么向更高层
次推进后，刘家义话锋一转：“这些年，我
省卫生与健康改革一直在推进，出台了
不少政策、措施、行动方案，总体落实还
可以。但涉及部门利益、深层次体制机制
的一些关键政策落实还不尽如人意。”

刘家义表示，有的责任书、责任状在
乡镇、街道、村满天飞。“这起啥作用啊？是
他们的责任吗？是他们能担得了的责任
吗？”刘家义连用几个反问。他举了一个让
他“哭笑不得”的例子：高速公路的安全管
理要落实到村里面。村长说，我连高速公
路都上不去，出了安全事故要我负责。

“这是什么作风啊？这不是典型的官
僚主义、形式主义吗？”刘家义说，这种责
任书、责任状就是推卸责任、不负责任，
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对人民不负责任
的表现。

在如何具体落实好这个全省9900万
人的头等大事上，刘家义强调，要认真贯
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在工
作定位、明确责任、队伍建设、营造环境
等方面，把准脉、开好方、用好药，重点解
决好战略定位、由谁抓、人才支撑以及群
众参与等问题。

刘家义说，有些文件，经过层层讨
论、修改、审议，通过之后就束之高阁，不
落实。“抓落实不够，这可是致命的问题
啊！”刘家义说，省纪委正在制定问责条例
的具体实施意见，不落实，就要进行问责。

“同志们，从今天起，从现在起，从我开始，
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
有印的认真用心负责的态度抓落实。”

在会上刘家义给大家说了一个“悄悄
话”：为了把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落实到位，从6月份开始，省里每月开一
次专题视频大会，请省直部门的厅局长，
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在视频
会议上给全省人民讲一讲，要解决什么问
题，拿出什么措施，工作落实得怎么样。

刘家义指出，对他们讲的，要进行督
察。督察的时候，不一定通知对方，涉及
民生问题直接到老百姓家里看，看了之
后用手机拍下来，然后传到网上。

本报记者 陈玮 李钢 王小蒙
实习生 吕蒙蒙

▲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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