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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养结合、深化医改……济宁召开卫生计生工作会议

年年内内开开工工济济宁宁卫卫生生学学校校新新校校区区

本报记者 李锡巍 见习记

者 唐首政 通讯员 孟庆

楠

关键词——— 医养结合

采用PPP模式
打造一批重大项目

2018年，济宁市将加快推

进全省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市

创建。6月底前，7个省级医养

结合示范先行县要完成建设

方案、三年行动计划和专项规

划编制；9月底前，其他县区完

成编制工作。

市一级，济宁将依托市直

及省属驻济医疗机构，采用
PPP模式，打造若干个重大

医养结合项目，以满足群众

高端需求。在县一级，将进一

步畅通医养结合机构审批

“绿色通道”，引导医疗机构、

养老机构主动向“大医疗+小
养老”“大养老+小医疗”或

“医疗、养老并重”发展，支持

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通过托

管、双向转诊等形式，建设医

疗养老联合体。而在乡镇一

级，则重点推广居家医养服

务，力争通过3年努力，让全

市90%老年人群享受到居家

医养服务。

关键词——— 深化医改

完善分级诊疗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

记者在会上获悉，今年

济宁将完善多元化分级诊疗

服务模式，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将加大医疗集团、专科联盟

发展力度，推动优质资源向

基层倾斜，解决“上转容易下

转难”的问题。各县市区也将

全面启动紧密型医共体建

设，重点健全内部管理措施

和考核机制，推动人才共享、

检查互认、处方流动、双向转

诊等的落实。

同时，全面实施2 . 0版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也已提上日

程，年内常住人口、重点人群

履约率要分别达到40%、70%，

并健全完善履约考核办法，督

促家庭医生按约定定期上门

服务。

此外，今年济宁还将持续

推进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均等

化，进一步提升服务项目信息

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年内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将不低于67%，高血压、糖尿

病患者规范管理率不低于
60%。

关键词——— 基础项目

项目建设加速
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推进卫生基础项目建

设，仍是今年济宁市卫生计

生工作的重点。通过建立完

善项目部推进机制，确保8月
底市第一人民院西院区(市
中医院新院)正式投入运营，

年内济宁卫生学校新校区开

工建设。“各县市区也有30个
项目，要统筹好手续办理、资

金落实、招投标、工程施工以

及安全生产、环境治理等各

方面工作，在保障工程质量

基础上，坚持一切进度朝前

赶，确保各建设项目能按时

间节点顺利推进。”济宁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焦

华说。

据了解，今年还将深化实

施中医药特色能力提升工程，

引导各级综合医院、妇幼保健

机构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打

造不少于20家精品“国医堂”。

各县市区健全完善中医药管

理服务体系，成立中医药管理

专门机构，加大财政投入、医

保引导等政策支持力度。要推

动中医药深度参与医改工作，

进一步扩大中医优势病种收

费方式改革覆盖面。要持续加

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开展

中医药资源普查，加大中医药

文化宣传力度。

此外还将进一步拓展市

县级平台基础功能，提升互联

互通水平，全力推动健康医疗

大数据共享应用，加大身份证

和社保卡“就诊一卡通”宣传

力度，提高实名就诊率。

关键词——— 重点群体

推进妇幼健康筛查
健康扶贫加力

开展妇幼健康筛查这项

工作，已被纳入今年济宁市政

府为民所办十件实事之一。
2018年，济宁各县市区将着力

提升各项筛查项目覆盖面，遏

制重点疾病代际传递。

“完善危急重症孕产妇、

新生儿救治网络，年内新增产

科儿科医护人员不少于760
名、床位不少于960张。”焦华

在会议中指出，要进一步推进

公共场所母婴设施建设，确保

到2018年底，应配置母婴设施

的公共场所配置率达到80%
以上。

此外，扎实开展健康扶

贫，各县市区对患病贫困人口

信息要核实核准，该落实的政

策一定要落实到位，加快推进

“一站式”即时结算信息平台

建设，力争贫困人口年度住院

费用个人负担低于10%。

18日下午，济宁

市召开卫生计生工

作会议，总结了2017

年全市卫生计生重

点工作完成情况，安

排部署2018年的卫

生计生工作，将16项

“务期必成”实事列

入全委重点督查内

容。

扫码看16项“务期必成”实事

保健医生送医上门，解决边缘
农村百姓看病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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