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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出台一揽子措施，推动疾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全面推广电子预防接种证

公益携手前行，爱心成就
梦想。今年，“为福添彩·福利
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次起
航，在 2 0 2 4年大学新生中遴
选70位符合条件的优秀学子，
颁发每人 6 0 0 0元的圆梦助力
金。截至2023年，该活动已帮
助380名优秀学子实现大学梦
想。

“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让我更专注于学业”

随着2024年高考的圆满落
幕，王丽雨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
绩，即将步入憧憬已久的大学校
园。然而，对于来自农村低收
入家庭的她来说，学费成了整

个家庭的负担。
王丽雨家住聊城市高唐县

琉璃寺镇琉璃寺村，这个村的
居民多以务农和外出打零工为
生，王丽雨的父母也不例外。
父亲常年在潍坊务工，只有农
忙和节日才回家团聚，母亲在
家操持姐弟三人的生活，并在
村里超市兼职以贴补家用。

家境虽不富裕，但王丽雨
的父母深知知识的重要性，他
们常教育孩子要勤奋学习，改
变命运。王丽雨的母亲姜玉芹
说：“我和孩子的爸爸因为没有
文化吃了不少亏，所以我们希
望孩子能够努力读书，有一个
更好的未来。”让她感到欣慰
的是，孩子学习都非常自觉，
大女儿已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二女儿王丽雨考上了山东交通
学院，小儿子也在高中阶段表
现出色。

“名不显实心不朽，再挑

灯火看文章”这句座右铭鼓励

着王丽雨永不放弃，坚信终有

一天能出人头地。终于，她的

努力得到了回报，被山东交通

学院数字经济专业录取。

随着开学季的临近，王丽

雨满怀憧憬地踏入梦寐以求的

大学，开启了人生新篇章。她

计划在大学继续努力学习，争

取尽快通过四六级考试，并积

极参与社团和社交活动，提升

自己的认知能力，开拓视野。

此外，她还将多参与公益活

动，用自己的力量帮助更多需

要帮助的人。王丽雨感慨地说：

“非常感谢山东福彩的资助，减

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让我能

够更专注于学业。我会努力学

习，未来以自己的能力回报社

会。”

“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
将温暖传给更多的人”

代立悦，一个来自德州武城
县的高中毕业生，以576分的优异
成绩考入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回望过去三年的高中生活，代立
悦将其比喻为“一幅丰富多彩的
画卷”，在这幅画卷中，记录了青
春的奋斗和成长。虽然家庭的困
境为她的求学之路增添了一定的
挑战，但她坚定着“穷且益坚，不
坠青云之志”的信念刻苦努力，最
终交上了一份亮眼的答卷。

在这幅画卷中，福彩圆梦助
力金为其增添了一抹亮色。作为

“为福添彩·福利彩票圆梦大学
生行动”的受益者，代立悦说，自
己将积极投身于社会公益志愿
活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他
人，回报社会。

在山东聊城，李仁义凭借优
异的高考成绩被山西中医药大
学的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录取。
李仁义的成长历程充满坎坷。他
的父亲因癌症早逝，母亲因健康
原因失去了劳动能力。尽管生活
充满挑战，李仁义却从未放弃对
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对李仁义来说，这笔福彩圆
梦助力金不仅缓解了他的经济
压力，也使他能够迈出坚实的步
伐，踏入大学的殿堂。“在大学期
间我会努力学习，未来，我希望
能够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多的
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七年来，“圆梦”行动在济
南、日照、临沂、聊城、菏泽、滨
州、淄博、枣庄、德州等十余市，
为380名需要帮助的大学新生送
去了3000元/人至6000元/人的圆
梦助力金，帮助优秀学子实现大
学梦想。

福彩圆梦大学生行动，为人生画卷增色添彩
截至2023年，已帮助380名优秀学子实现大学梦

2024年9月1日，快乐8游戏
第2024235期开奖，促销活动第
十一期，本期赠送彩票38万元。
截至本期开奖，“快乐8游戏”金
秋千万有礼促销活动已进行十
一期，累计赠送彩票超 6 5 5万
元。

快乐8游戏金秋千万有礼促
销活动针对“选五四胆全拖”投
注方式“中2个胆码”这一奖项
开展赠票活动，活动期间，凡采
用“四胆全拖”投注方式购买快
乐8游戏选五彩票，中得“二胆”
获得常规奖金的同时，单倍彩

票赠送 1 0 0元的快乐 8游戏彩
票，倍中倍送。总赠票活动资金
1000万元。

在第十一期符合促销活动
的中奖票中，全省“选五四胆全
拖”中2个胆码3890注，单倍彩票
赠送100元快乐8游戏彩票，共赠

送389000元快乐8游戏彩票，剩
余促销资金3449600元。

胆拖投注提高中奖几率，增
强玩彩乐趣，快乐8游戏金秋千
万有礼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大
家理性购彩的同时，快来与幸运
不期而遇吧！

十一期累计赠送彩票超655万元

快乐8游戏金秋千万有礼促销活动火热进行中

记者 杨璐

布局建设5家左右
省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重塑疾控体系方面，《实施
意见》提出，做强省疾控中心，做
优市、县级疾控中心。强化区域
公共卫生中心作用，推进国家区
域公共卫生中心项目和省疾控
中心新址建设，布局建设5家左右
省级区域公共卫生中心。

山东将制定医疗机构公共
卫生责任清单，将疾控工作履职
情况纳入医院等级评审、绩效考
核和医院主要领导年度考核。医
疗机构成立公共卫生工作领导
小组，规范公共卫生科室职能，
按规定配备专兼职公共卫生执
业医师。建立健全医疗机构首席
公共卫生医师制度。

健全省、市、县、乡四级联防联
控机制，压实疾控属地、部门、单位、
个人“四方责任”。落实学校、托幼、
养老、福利救助等重点机构疾控工
作要求，加强监管场所医疗卫生工
作力量。完善口岸疫情联防联控机
制，织密扎牢“外防输入”检疫防线。

推进济青特大城市“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实施意见》明确，全面提升监
测预警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实验

室检验检测能力、卫生监督执法能
力、公共卫生干预能力、传染病医
疗救治能力、宣传教育能力。

以传染病多渠道监测、风险
评估和预测预警为重点，建立健
全疾控部门牵头，跨部门、跨区
域、跨行业的监测预警体系和机
制，实现卫生健康、疾控、网信、
教育、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部
门联动监测和信息共享，完善症
状、人群、病原、病媒、生态等专
业监测。到2025年，建成一体化省
统筹区域传染病监测预警与应
急指挥信息平台，传染病风险识
别和及时预警能力明显提升。

做好传染病疫情应急预案
编制、修订和动态管理，完善应
急预案体系。到2030年，建立健全
分级分类储备、品种齐全、布局
合理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和机
制。推进济南、青岛特大城市“平
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
升平急转换使用能力。

支持建设国内先进水平的
传染病防控重点实验室，布局建设

省级区域公共卫生实验室，统筹推
进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建设。到
2030年，每个市级疾控机构至少配
备5个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

支持建设
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

山东将健全省、市、县三级
卫生健康行政执法体系。

加强重点传染病和自然疫
源性疾病防控，深化艾滋病社会
综合治理干预，推行结核病防治
综合服务模式，全面消除麻风危
害，持续减少急性病毒性肝炎发
病。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全
面推广电子预防接种证。

加强学生近视、肥胖等常见病
监测和干预，强化意外伤害监测及
预防。改善传染病医疗机构和专
科疾病防治机构基础设施，争创
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提升
中医药防治传染病能力，支持建
设国家中医疫病防治基地。加强二
级以上综合医院重症、儿科、呼吸、

感染等专科建设和可转换ICU床
位储备，到2025年，三级和二级综
合医院综合ICU床位占比分别不
低于4%和2%；到2027年，分别不低
于4.5%和2.4%。完善结核病、病毒
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医保报销政
策，落实国家重大疫情防控和医疗
救治费用保障政策。

到2025年初步建立
医疗机构疾控监督员制度

健全医防融合政策措施，开
展医防融合创新试点，推动疾控
机构参与医联体(医共体)工作，
提升基层公共卫生网格化服务
水平。到2025年，建设省级医防融
合试点不少于10个，建成医防融
合型医院不少于20个；到2030年，
实现医防融合人员通、信息通、
资源通。

支持疾控、医疗机构共建专
病防治中心，建立实验室联合检
测和报告互认制度。推行医疗机
构疾控监督员制度，在各级各类

医院设立专兼职疾控监督员，接
受属地疾控部门业务管理。稳步
推进疾控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
到2025年，初步建立医疗机构疾
控监督员制度。

开展公共卫生医师处方权
试点，在医疗卫生机构试点健康
处方制度，到2025年，全省2-3个
市开展健康处方制度试点。

山东支持疾控机构与高等
院校共建高水平公共卫生学院，
联合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设置省级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
培养支持项目。

省、市疾控机构招聘博士，
县级疾控机构招聘硕士及以上
人员，可采取面试、组织考察、技
能操作等方式。疾控机构引进高
层次人才，相应岗位没有空缺
的，可申请特设岗位予以聘用。

完善疾控机构首席专家制
度，试行年薪制。完善疾控机构
用人机制，扩大用人自主权。

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纳入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山东要求强化各级政府对
疾控事业改革发展的主体责任，
将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纳入
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强信
息技术支撑，建立统一灵敏高效
的疾控信息系统，实现与医疗机
构等信息系统数据交换和传染
病数据自动获取。

记者9月2日获悉，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动疾

病预防控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实施

意见》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立以疾控机构和各类专科疾病防治机构为

骨干、医疗机构为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的疾控体系，应对重大

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持续提升。

到2030年，统一高效的传染病监测预警和应急指挥体系不断优化，防

治结合、全社会协同的疾控体系更加完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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