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健全重点慢性病早期筛查干预长效机制……

如何护佑人民健康？2022年部署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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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都市报2月24日
讯 医疗机构根据本单位
临床需要而常规配制、自
用的固定处方制剂，称为
医疗机构制剂。医疗机构
制剂弥补了临床用药品
种的不足，缓解了临床用

药问题。 为进一步提高参保人员用药保障水
平， 湖南省医保局2月23日下发了《关于开展
2022年度医疗机构制剂目录调整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我省西药、中成药两
个方面的制剂目录进行调整。

我省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制剂，可申请新
增调入目录纳入医保报销。《通知》规定，新申
报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医疗机构制剂应当是
2021年12月31日(含)以前经省药监局批准上
市、当前有效药品。

《通知》要求，以下医疗机构制剂不纳入基
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 主要起滋补作用的药
品；含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药材的药品；
保健药品；预防性疫苗和避孕药品；主要起增
强性功能、治疗脱发、减肥、美容、戒烟、戒酒等
作用的药品；因被纳入诊疗项目等原因，无法
单独收费的药品；酒制剂、茶制剂，各类果味制
剂(特别情况下的儿童用药除外)，口腔含服剂
和口服泡腾剂(特别规定情形的除外)等；其他
不符合基本医疗保险用药规定的药品。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李琪
通讯员 钱小艳 实习生 肖雨璐

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 加快推进健康湖南行动、推
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改革疾控体系、全面加强“一老一小”
服务供给……2月24日，在长沙召开的2022年全省卫生健康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对今年我省卫生健康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段涵敏 张春祥 孟娇燕 通讯员 王珺仪 黄金

今年初，我省成功获批建设国家中医药综
合改革示范区，以此为抓手，将实施中医药服
务提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振兴、文化
弘扬工程，开展中医药服务“基层惠民”、医疗
服务“中西协同”、中医药“海外传播”和“质量
保障”行动。同时，开展湖南省国家中医药综合
改革示范区先导区和试点县建设，力争在综合
改革方面取得3-5项创新成果。

新规连线

八类医疗机构制剂不纳入医保报销

疫情防控
用1个潜伏期左右时间
控制住疫情传播

抓好疫情防控仍然是头等
大事和首要任务。

今年我省将坚持平急结合，严格
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
做到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
合、各级防控指挥体系保持激活状态。坚持“抓早、
抓小、抓基础”，充分利用疫情发现后黄金24小时
处置时间， 进一步发挥流调和监督队伍作用，以
更高水平、更高效率、更低层级、更小成本、更短
时间，用1个潜伏期左右时间控制住疫情传播。

深化医改
促进省域内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以借鉴“三明医改”经验为重点，我省将推
动各级各相关部门统筹联动、真抓实干，全面
落实关于加大财政投入、 医疗价格动态调整、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人事薪酬制度改革等重点
环节改革文件精神，加快推动医改各项配套政
策措施落地见效。

同时，大力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启动
我省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示范性医院创建工
作。健全医保总额付费、结余留用、合理超支分
担的激励机制，引导城市医联体、县域紧密型医
共体提质扩面，规范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
促进省域内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 推动分级
诊疗制度加快落实。 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健全短缺药品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机制，提
高短缺药品监测效率，实现二、三级医院药品使
用监测全覆盖，强化短缺药品供应保障能力。

疾控改革
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设立公共卫生科

今年，疾控体系迎来改革。我省将根据国家
卫生健康委和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改革方案，按
照省委改革办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改革，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

以改革为契机，健全疾控网络、管理体系和
运行机制，完善省、市、县三级疾控机构功能定
位，全面提升疾控机构的预警、流调、病原体快速
鉴定和溯源等核心能力。推进公立医疗机构设立
公共卫生科等直接从事疾病预防控制的科室，推
进传染病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平台建设。

提升能力
协同推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新院区建设

今年，我省将编制出台《湖南省“十四五”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建立完善卫生健康
领域“十四五”重大项目库，推动省级区域医疗
中心、疾控机构、中医特色重点医院、脱贫地区
县级医院等项目落地。

如何打造医疗“高地”？ 今年， 将加快
“1+1+10”委省共建国家医学中心与区域医疗
中心建设，协同推进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新院区
建设，支持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建设综合类国家
医学中心， 打造综合性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一批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项目，打造综合
性省级区域医疗中心。

以基层为重点，将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试点，加大城市三级医院对县级医院的精
准帮扶力度， 全面提升县域综合服务能力。推
广“县聘乡用”“乡聘村用”，壮大基层适宜人才
队伍，培养1000名左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
化人才， 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做
实做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丰富家庭医生签约
服务内涵，推进高血压、脑卒中医防融合和糖
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建设。做好防止因病返贫
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始终保持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和人员“空白点”动态清零。

健康湖南
力争使全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达到25.05%以上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而健康
的身体源自健康的生活方式。 今年我省将建立
健全统筹协调、监测评估等机制，完善疾病防控
和健康促进的政策举措， 努力消除影响人民健
康的突出问题和主要因素， 推动以治病为中心
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深化健康科普宣传，
实施健康素养促进项目， 力争使全省居民健康
素养水平达到25.05%以上。

同时，完善重大疾病防控策略，加强结核病
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健全癌症、心脑血管疾
病、 慢阻肺等重点慢性病早期筛查干预长效机
制。持续推进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强化尘肺病
监测、诊断、康复规范化管理。切实落实控烟履
约工作，持续加强无烟环境建设。

今年是爱国卫生运动70周年， 我省将深入
推进爱国卫生运动， 做好《湖南省爱国卫生条
例》 修订工作， 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
式，推进卫生城镇创建和健康城市建设。

扫码看视频

扫码看新闻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今年将全面加强

“一老一小”服务供给，全方位全周期维护群众
健康。

针对“一老”，我省今年将积极开展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 深入推进医养结
合，持续开展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争取全
省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机构的比例达
80%以上。

针对“一小”，将促进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
支持措施落地见效，实施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
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等重点民生
实事项目，开展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
创建活动，增强家庭照护能力，统筹推进养老
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
坚决守住母婴安全和出生缺陷底线，提高优生
优育服务水平。

护航健康
今年将全面加强“一老一小”服务供给

中医药
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先导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