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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7日-18日，由
烟台毓璜顶医院承办的中国医
院协会医院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暨山东省医院协会医院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2018年年会、第三
届山东省加速康复外科(ERAS)
学术论坛在烟台市东山宾馆召
开。来自省内外各级医院的近
120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会上，山东省医院协会医院标
准化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杨军
致辞，并作了题为《用标准推动
医院质量提升》的专题讲座，就
医院标准化建设与管理进行了
经验分享和成果交流。高振利
副院长作了《ERAS与医院标准
化管理互利互进》的讲座，向与
会专家们介绍了医院实施加速
康复外科技术的成功经验，分
享了医院标准化管理的亮点。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
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
院协会会长刘谦，国家卫健委
法规司综合与标准处处长郑云
雁,国家卫健委医院管理研究所
研究员付强，国家卫健委医管

中心标准处处长王强, 香港艾
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
一强，山东省医院协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单宝德，中国医
院协会副秘书长并医院标准化
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刘丽
华，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原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毛羽等国
内知名专家应邀出席会议。中
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主持
了会议，烟台市卫计委主任包
信勇出席会议并致欢迎辞。

医院标准化管理是提升医
院综合竞争力的关键环节，是
提高医疗质量和安全的有效途
径，更是医院现代化建设的必
由之路。2017年，烟台毓璜顶医
院牵头成立了山东省医院协会
医院标准化管理专业委员会。
一年多来，在中国医院协会医
院标准化管理专委会和山东省
医院协会的指导下，该专委会
秉承着“推进标准、提升质量、
保障安全”的主旨，助力全省医
院标准化建设提档升级，努力
为省内乃至全国医院之间搭建
一个医院标准化管理理论研究
和实践推广的平台。

近年来，烟台毓璜顶医院
以强大的信息化系统为依托，

在运营、质控、后勤、服务等各
方面实施标准化、规范化、精细
化管理。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研
究成果，在国内创新性地提出
了诊断路径、评估路径、治疗路
径和随访路径的概念，建立了
以“四个路径”为核心、“四位一
体”的标准化诊疗流程，并全部
实行了信息化系统管控，实现
了对医疗过程的“事”前引导、

“事”中管控和“事”后评价。“四
个路径”的管理范畴涵盖了诊
疗全过程，弥补了现行临床路
径主要侧重治疗环节的不足，
实现了对医师诊疗行为的规范
化管理和标准化控制，促进了
医疗同质化，保障了医疗安全，
提升了医疗质量。

在加强标准化建设的过程
中，烟台毓璜顶医院还积极探
索新型诊疗模式。除了广为人
知的精准医疗、日间手术、多学
科会诊外，2016年，医院在山东
省内率先全面开展了ERAS手
术，既提升了治疗的标准化、规
范化，又提高了床位周转率，缩
短了住院患者等候时间，取得
了医方、患方和医保三赢的新
局面。医院还组织召开了第一
届、第二届山东省加速康复外

科研讨会，在行业内引起了强
烈反响。本次第三届山东省加
速康复外科会议也备受期待。
以泌尿外科腹腔镜肾部分切除
术为例，实施ERAS手术后，患
者平均住院日由12 . 7天缩短到
6 . 5天，平均住院费用由3 . 5万降
低到2 . 5万，显著缩短了住院时
间 ，降 低 了 医 疗 费 用 。目 前
ERAS手术已成为烟台毓璜顶
医院四大新型医疗模式之一，
2017年开展ERAS手术12600多
例，2018年上半年开展9300多

例。
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杨军

表示，今后将在中国医院协会
和山东省医院协会的引领下，
继续围绕医院管理对标准化的
需求，在省内广泛开展医院标
准化管理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研
究，推广标准化诊疗的应用与
实践，积极探索ERAS等新型诊
疗模式的临床应用，共同推进
全省同级医院诊疗质量的同质
化和标准化，最终让患者受益、
让百姓满意。

烟烟台台毓毓璜璜顶顶医医院院标标准准化化建建设设走走在在国国内内前前列列

烟台毓璜顶医院院长杨军致辞。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刘致竹) 记者从国家统

计局烟台调查队获悉，前三季度，烟
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7902 . 9元，同比
增长8 . 7%。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
日益凸显，为烟台市经济平稳发展起
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前三季度，烟台居民人均消费支
出17902 . 9元，同比增长8 . 7%。分城乡
看，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2227 . 4
元，同比增长7 . 8%；农村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11412 . 7元，同比增长9 . 6%。

从消费支出八大类构成看，大
众关注的衣食住行及生活用品和
服务支出仍占据大头。其中，烟台
居 民 人 均 食 品 烟 酒 消 费 支 出
5 6 4 3 . 9元，同比增长7 . 8%；人均衣
着消费1 7 0 5 . 5元，同比增长7 . 4%；
人均居住消费3738 . 0元，同比增长
6 . 0 %；人均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
1158 . 7元，同比增长2 . 6%。近年来，
伴随着消费结构加快转型升级，以
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
健等为代表的服务型消费快速增
长。前三季度，烟台居民人均教育
文化娱乐支出1555 . 4元，同比增长
25 . 7%；交通通信支出2202 . 0元，同
比增长1 0%；医疗保健支出1 3 6 2 . 7

元，同比增长9 . 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

费起决定性影响。收入是消费增长
的“源动力”，是影响消费的根本因
素。前三季度，烟台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7 . 9%。为消费平稳较
快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年来，伴
随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长，消
费升级步伐也在日益加快。值得关
注的是，当前烟台城乡居民收入间
仍存在着较大差距。这种收入不平
衡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健
康发展。

供给质量对居民消费起重要
影响。伴随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
消费观念的改变，大众对于高质
量、个性化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也
在不断扩大。但相较于居民消费
水平的快速提升，相关产业和产
品供给侧仍存在较大缺口。近年
来，“海淘”“代购”成为新兴消费
热词，新兴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服
务消费领域出现快速增长。其背
后反映出的正是当前国内供给和
市场需求间的反复磨合。通过提
升产品供给质量满足大众日益多
样化的消费需求无疑将是扩大居
民消费的重要方式。

前前三三季季度度，，烟烟台台居居民民收收支支账账单单出出炉炉
居民收入增长有两大原因，衣食住行及生活用品和服务支出仍占消费大头

本报11月19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曲一哲) 19日，记者从国家
统计局烟台调查队获悉，前三季度烟台
经济保持总体平稳运行态势，居民收入
继续稳定增长。烟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6223元，同比增长7 . 9%。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703元，同比增
长 7 . 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499元，同比增长7 . 5%。

工资性收入仍是居民可支配收入
主要来源。全体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5572元，同比增长8 . 3%，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59 . 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
性收入19816元，同比增长8 . 0%，占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60 . 6%；农村居民人均工
资性收入9204元，同比增长7 . 5%，占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55 . 8%。

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高于城
镇。全体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4948元，
同比增长8 . 2%，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8 . 9%。其中，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5347元，同比增长7 . 6%，占人均可支配
收入的16 . 3%；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
入4351元，同比增长8 . 8%，占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26 . 4%。

财产净收入增幅农村高于城镇。全
体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2185元，同比增
长3 . 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

入2809元，同比增长2 . 9%；农村居民人
均财产净收入1247元，同比增长3 . 5%。

转移净收入是拉动居民可支配收
入增长的重要因素。全体居民人均转移
净收入3518元，同比增长8 . 4%，占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13 . 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转移净收入4731元，同比增长7 . 9%；农村
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1697元，同比增长
7 . 4%。

居民收入增长有两大原因，首先
整体经济形势稳定是可支配收入增
长的有力保证。前三季度，烟台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5858 . 1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6 . 3%；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 . 3%；上半
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57 . 88
亿元，同比增长8 . 4%，比一季度回升
0 . 1个百分点。在各行业经济形势稳定
的前提下，烟台居民工资性收入、经
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及转移净收入
全部保持增长态势。

另外，近年来，烟台市出台了一系列
惠民政策，为居民生活保驾护航。自2018
年6月1日起烟台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按
两个档次将月最低工资提高到1910元和
1730元，小时最低工资提高到19 . 1元和
17 .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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