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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3月20日讯(记者 李
倩) 20日，记者从济宁市卫生局获
悉，今后开办中医门诊部、中医诊
所等医疗机构，需经市级卫生行政
部门审批，实行统一规划、准入和
监管。

近年，中医推拿、中医美容等
养生机构不断增多，很多市民对此
类机构趋之若鹜。但这些机构的从
业人员参差不齐，存在一定安全隐
患。

济宁市卫生局出台《关于规范
中医医疗机构设置审批管理若干
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对开展医
疗性中医推拿、按摩、刮痧、拔罐和
中医美容等活动的机构，需经县级

以上卫生或中医药行政部门批准，
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再
办理其他审批手续。对由县级卫生
行政部门审批的中医门诊部、中医
诊所等医疗机构，需经市级卫生行
政部门审批同意设置后，由所在辖
区县级卫生行政部门进行执业登
记。市中区、任城区、高新区、北湖
新区辖区内中医门诊部、中医诊所
的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也均由市
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批。

同时，对于体现中医药特色的
中医坐堂医诊所等新型医疗机构，
其设置审批及执业登记也由市级
卫生部门负责，统一在市行政审批
大厅受理。到2015年，原则是也不

再新设一级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
医院。

济宁市卫生局中医院管理科
科长唐长冬介绍，为更好的扶持中
医药发展，济宁将实行中医药行业
服务监管一体化工程，实行统一规
划、准入、监管，严格规范中医药服
务各项准入审批以及中医药服务
行为，打击非法中医药诊疗活动。

唐长冬表示，对开展医疗性的
中医推拿、按摩、刮痧、拔罐和中医
美容等活动，需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否则将不能使用“中
医”、“医疗”、“治疗”等医疗专业术
语。近期，市县两级卫生部门也将
开展专项清理。

开中医门诊部需“市级”审批
济宁提高中医机构准入门槛，强化监管和规范布点

重点

年内改扩建9处县级图书馆

本报济宁 3月 2 0日
讯 (记者 汪泷 通讯
员 庞雷 ) 20日，记者
从济宁市各县市区文广
新局局长工作座谈会议
获悉，今年将推进9个县
市区图书馆改扩建、新
建工程，并建立全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
和数据库。

本次座谈会旨在推
进实施文化惠民工程，
并部署开展好“五城同
创”活动。“五城同创”活
动测评标准包括3 6项，
涉及公益文化设施、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送戏曲、电影下乡、有线
电视数字化、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节目刊播
审查、文化市场、新闻出
版管理等9个方面。针对
这些标准，济宁市文广
新局已制定了《济宁市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开
展“五城同创”活动实施
方案》，并细化分解了年
度工作目标。

为了达到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要求，在文化
设施建设方面，济宁市
所属各区文化馆、图书
馆均要达到二级馆。目
前全市有 7个县级图书
馆尚不达标，另外市中
区 、任 城 区 没 有 图 书
馆。

为 了 迎 接 全 国 图

书馆评估定级工作，这
9个县市区将加快图书
馆 改 扩 建 、新 建 工 程 。
同时公共文化馆、图书
馆 持 续 向 社 会 免 费 开
放，并将定期开展多种
多 样 的 公 益 文 化 惠 民
活动。

在座谈会上，还确
定了推进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生态保护区，邹
鲁生态保护试验区的建
设，并将积极申报第四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建立全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档案
和数据库，编辑出版《济
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集
萃(三)》。

招商引资金额力争增三成
重点突破央企、大型民企及世界500强

本报济宁3月20日讯 (记
者 马辉) 日前，济宁市下
达2013年招商引资工作任务
目标，力争完成到位市外国
内资金760亿元，比上年增长
30%，其中，突破央企、大型
民企及世界500强企业，仍将
是今年招商引资的重点。

今年，将密切跟踪重点
央企投资动向，结合济宁资
源和产业特点，制定一对一
对接央企合作工作实施方
案。针对与央企合作的重大
产业项目，组织开展高层走
访推进活动，强化督查调度，
落实与央企已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扎实做好跟踪推进
服务工作。

在突破大型民企方面，
瞄准国内500强民营企业，特
别是重点浙商企业，分析与
济宁产业关联性，结合全市
重点规划的产业布局需要，
组织相关县(市、区)、园区和
企业进行重点对接，开展针
对性洽谈。在突破世界500强
方面，分析其产业关联性，选
出重点目标企业，组织资源
优势突出、主导产业对路的
县(市、区)开展重点接洽。

根据今年敲定的重点招

商活动，其中，在京津地区针
对央企及大企业集团开展一
系列招商活动。在珠三角地
区开展集中推介活动，针对
珠三角地区高科技企业、大
型投融资机构、重点文化旅
游开发企业及有外迁或产业
转移意向的大企业集团，集
中宣传推介。在长三角地区，
在上海等地举办招商推介活
动，重点面向世界500强企
业、台资企业，集中开展有针
对性的产业招商、科技金融
招商等专题招商活动。在杭
州等地针对浙商和重点大型
民企、基金风投企业等开展
集中招商活动。此外，还将通
过孔子文化节等活动，举办
专题推介洽谈会等系列招商
活动。

据介绍，济宁拥有机械、
化工、煤炭、食品医药、新能
源、纺织服装、造纸、冶金建
材、电力、新信息等十大优势
产业，而装备制造、食品医
药、纺织材料、煤炭化工等是
济宁的重点优势产业，结合
济宁实施的“1351”百千亿产
业培植工程，在产业链延伸
方面，济宁招商引资的空间
巨大。

一患者正
在针灸。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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