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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密服务网络 守好健康张家界的“康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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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健康张家界的“四张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没有全民健康，
就没有全面小康。 卫生健康部门作为建设
健康张家界的重要力量， 必须肩负起健康
“守门人” 的神圣职责， 全方位、 全周期地
维护人民群众健康，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张家界打下坚实健康基础。

������思想上的落伍是最可怕的落
伍。 “以治病为中心” 向 “以健康
为中心” 转变， 需要来一场 “思想
突围”， 让思想的转变走在行动之
前， 引领健康的脚步。 破除因循守
旧思想 。 “卫计委” 改为 “卫健
委”， 不只是名字的改变， 更是观念
和职能的重大变迁。 然而有的卫健
工作者仍然穿着新鞋走老路。 比如，
服务对象仍然以病患为主， 没有将
儿童、 亚健康人群等疾病易感人群
纳入重点。 要改变这种现状， 既要
继承传统， 又要自我革新， 要自觉
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
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 推动卫生
健康工作与现实接轨。 破除等待观

望思想。 健康是可以
“管” 出来的。 卫健
工作者要破除 “等靠
要” 的思想， 在健康张家界建设中，
以自身的模范行动， 将 “大卫生、
大健康” 的理念、 健康的生活方式
传递给大众， 让健康的理念潜移默
化地渗透到每个人生活的点点滴滴
中， 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破
除急功近利思想。 要看清张家界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的现状， 严格按照
发展的规律和思路进行市场化运作，
从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因素入手，
改善人民的生活习惯， 改进人民最
关心的服务质量， 提供健康安全保
障， 建立健全健康工作体系。

������当前， 健康张家界建设正向
纵深推进， 需要我们以更高的境
界和更宽的视野谋划工作， 不断
扩大人才总量 ， 提升人才质量 ，
激发人才能量， 努力为人民群众
提供安全、 有效、 方便、 价廉的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坚持引育并
重， 打造高层次领军医生。 支持
优秀中青年骨干到国内外培训进
修， 广泛吸纳各类高端人才来张
创新创业。 深入实施 “名医” 工
程， 开展市级名医、 医学领军人
才选拔， 促进更多本土人才快速
成长、 脱颖而出。 坚持多方联动，
打造高水平全科医生。 大力开展全
科医生在职培训， 通过 “走出去”

“学回来”， 逐步提高全科诊疗能力
和健康管理能力。 继续贯彻落实全
科医生特岗计划， 并在职称晋升、
薪酬制度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鼓
励， 让更多的卫健工作者愿意选择
从事全科， 真正实现供需平衡。 坚
持管放同步， 打造高质量乡村医
生。 乡村医生是支撑卫生健康的
“网底”。 要鼓励市区医院知名专
家、 医生定期或不定期与农村医院
进行交流指导， 使市区优质医疗资
源向农村贫困地区下沉。 要拓宽补
充渠道， 吸引全科医生、 城市退休
医生加入乡村医疗队伍， 酌情提高
待遇， 完善养老保障， 稳定农村全
科医生队伍。

������当前医疗改革处于攻坚期 ，
需要我们对照顶层设计， 结合张
家界实际 ， 稳步推进医改进程 ，
打通服务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
让医改红利更多惠及广大人民 。
着力保基本， 突出公立医院公益
性。 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的主力
军， 是医改攻坚的主战场。 通过
近年来的发展， 我市公立医院在
基础设施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 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但要
实现 2020 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
生服务的目标， 需要全面落实政
府对公立医院办医和管医的责任，
完善现代公立医院管理制度； 积
极稳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
理顺不同级别医疗机构间和医疗
服务项目的比价关系， 建立符合
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让医院和
医务人员更主动地维护人民健康、
控制医疗费用 ， 解决 “看病贵 ”

的问题。 着力除梗阻， 突出医疗
服务可及性。 制定优先使用国家
基本药物的激励政策， 鼓励公立
医院加入采购联盟， 实行药品集
中采购。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
医共体建设为抓手， 因地制宜建
立完善分工协作机制， 加快形成
分级诊疗就医模式， 把 “民生红
包” 完完整整送到百姓手中。 着
力兜好底， 突出健康扶贫有效性。
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让农
村贫困人口不再因病返贫， 要鼓
励他们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
对其个人缴费部分， 给予适当的
补贴。 实行 “先诊疗， 后付费”，
出院 “一站式” 结算， 提高住院
费用医保报销比例。 对身患胃癌、
食道癌、 结直肠癌等 9 类大病的，
医药费在基本医保及医疗救助基
金等保险支付之后， 自付部分由
定点医院给予适当减免。

□ 张家界市卫生健康委党工委书记、主任 王江华

厚植健康理念 守好健康张家界的“思想门”

蓄积人才能量 守好健康张家界的“诊疗门”

深化医疗改革 守好健康张家界的“福利门”

������张家界发展中医药有着独到
的自然资源， 传承发展好中医药
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 在疾病
康复中的核心作用， 让其全方位
融入健康张家界建设正当其时 。
优化 “中医+预防” 文化服务。 面
对各种疾病年轻化， 人们把治病
不如防病提到了生活的重要议事
日程。 明者因时而变， 智者随事
而制。 我们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
库中的精华， 使中医药理念、 方
法 “活” 起来。 要加强中医古籍、
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 抢
救 、 整理 ， 坚持有扬弃的继承 、
有鉴别的对待， 推进中医药科技
创新， 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
有所突破。 积极借鉴中医康养专
家的成功经验， 结合当今社会需
求， 形成系统性、 针对性的康养
理论， 把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
“用起来”。 优化 “中医+预防” 供
给服务 。 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

“坚持中西医并重， 传承发展中医
药事业” 精神， 结合市情建立健
全中医药管理服务体系。 在市区
等条件成熟的中医医院试点， 发
掘、 筛选和使用安全有效的医药
适宜技术。 挖掘民间中医药诊疗
特长， 支持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
术人员开办中医门诊部 、 诊所 ，
逐步允许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
的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在乡镇和
村开办中医诊所， 织密服务网格。
优化 “中医+旅游” 模式服务。 加
强对中医结合的康养产业建设的
规划引导和支持， 挖掘利用好张
家界生态优美， 旅游资源富集这
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酒店、 民
宿及驻张疗养中心， 设置高规格、
标准化的医养 、 禅养 、 康养馆 ，
开办中医康养服务项目， 提供中
医药养生 、 养颜 、 诊疗等互动 、
义诊服务， 实现中医康养与旅游
康养等生态康养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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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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