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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汪辰卉
刘珊珊
本报讯 近日，区中医

医院开展高级职称自主评聘

工作，经过现场专业评议组审

议评分和评聘委员会实名投

票，最终评审通过 10名卫生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

这是我区首次完成卫生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自主评审工作。

本次评审共有 11 人参

评副高职称，包括中医内科、

中医儿科、骨伤科、眼科、口

腔科、护理、超声医学等专

业。医院结合不同专业岗位

要求，设置了相应的考核指

标，重点考核医务人员的医

德医风、工作业绩、业务能力

等。在卫生、人社部门和医

院纪委三方的全程监督下，

聘前公布了医院岗位信息，

医院专业评议组专家和评聘

委员会专家对参评人员进行

公平公正的评审。

据悉，去年 6月，浙江省

卫计委（现称省卫健委）及浙

江省人社厅发文，全面下放

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聘

权限，推进医疗卫生单位自

主评聘改革。目前，区中医

医院是我区唯一一家自主评

聘单位。去年 9月，医院以

文件要求为依据，结合相关职

能科室拟定的量化考核标准，

在现有人员聘任及岗位设置的

基础上汇总起草方案。方案经

医院各级多次协调会讨论及主

管部门指导修改后，通过院职

代会审议定为终稿，经相关部

门审核批复后，由医院发文实

行。为更好地完成此项工作，

医院成立了评聘工作领导小

组，制定自主评聘工作方案、实

施细则、评聘标准、岗位设置及

评聘规划。

去年 11月底，区中医医院

正式启动自主评聘工作的实际

操作，充分利用浙江省卫生高

级职称网上报送平台和监管服

务平台，完成人员材料申报、资

料公示、材料审核、量化评分，

专家库录入等前期工作，进入

现场专业组评审和评聘委员会

评审环节。

据了解，我区将继续平稳

推进卫生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评

聘制度改革工作，积极探索和

建立高质量的人才评价体系，

推动符合自主评聘的医疗卫生

单位通过自定评聘标准、开展

自主评聘、自主发证，逐步建立

形成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

发展的运行机制，促进我区医

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

我区顺利完成首次卫生高级
专业技术职称自主评审工作

改革之路向来艰辛。区卫生健康

局把群众的健康需求抗在肩上，打硬

仗、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做足细节，医疗卫生领域“最多跑

一次”迈向纵深。全面投放自助机，完

善自助挂号、诊间结算、第三方支付平

台等便民服务，推行影像上云服务，探

索实施分时段精准预约，完善流动采

血车、流动体检车、流动医疗队等便民

措施，我区医疗卫生领域不断优化就

医流程，让群众在挂号、缴费、取药、看

病、出入院等环节切实感受“少跑路”。

资源整合，区域医共体建设探索

“奉化解法”。在我区首个医共体区人

民医院—松岙镇卫生院试点运行过程

中，不断发现问题、逐个攻克难题，力

求打造人、财、物等资源统一管理的医

共体。一年多来成效明显，去年全年

门 急 诊 疗 71712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7%。下一步，在巩固现有医共体

（医联体）的基础上，探索推进区域医

共体建设全覆盖。将以区人民医院、

区中医医院、溪口医院 3家区级医院

为牵头单位，联合镇（街道）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继续组建 3个医共

体，全面推动区域优质资源纵向流动，

提高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依托名院，特色优势学科不断凸

显。巩固拓展“双下沉、两提升”工作

成果，在主动对接上级优质医疗资源

方面迈出新步伐。去年 11月，揭牌成

立西京消化病医院奉化整合医学中

心，奉化成为全国首家区（县、市）级整

合医学中心，该项目由国际著名专家

樊代明院士牵头。去年 8月，区人民

医院与浙江省中医院签署合作协议，

成立程向东教授消化系统肿瘤诊疗中

心奉化工作室。去年 9月，区中医医

院引进省中医药重大科技项目团队

——夏邦恩中医团队肝病、肿瘤诊治

工作室。目前，全区 5家公立医院的

22个学科分别与北京、上海、杭州、宁

波等地 15家三甲医院建立长期合作

关系，家门口的名医专家增加、团队能

力提升、本地特色优势重点学科建设

加速。

提质加速，临床路径管理加快推

进。临床路径管理是提升医疗质量、

确保医疗安全、控制医疗费用的重要

举措。2018年，全区共开展临床路径

专业52个、病种数405个，实施病例数

43151例，同期增加 155%。推行按病

种付费工作，目前已在全区各医疗机

构实施 131 类住院病种的单病种支

付。

深耕内涵，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优化家庭医生服务流程，建立考

核体系，完善激励机制。截至去年 12
月底，全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总数

6.03万人，完成重点人群签约 5.79万
人。提升签约后续服务质量，增进居

民签约服务获得感，做到“签而有约”，

让百姓在就医、转诊、用药、医保四个

方面得到实惠，助推“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就医模式

形成。着手改造双向转诊平台，畅通

双向转诊和预约转诊服务平台，去年

由下至上转诊1084人次。

时不我待 砥砺前行

区卫生健康局全力攻坚“三年大变样”

以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为中心，在改革之路上砥砺前行

通讯员 汪辰卉 胡栋
本报讯 1月 21日，区

中医医院推出“云胶片”服

务，告别“塑料袋+医用胶

片”传统模式，共同构建“全

轻”数字化医院。这是继区

人民医院之后，我区第二家

实现“云胶片”服务的医院。

所谓“云胶片”，就是没

有胶片也能看到拍片影像，

能够通过电脑、手机、平板电

脑等智能终端屏幕方便地查

看、诊断和分享病人的放射

等影像资料。

今后，在区中医医院做

完X光、CT、磁共振等影像检查，

患者不必等待“洗片”。检查报

告单上设有二维码，患者通过手

机扫码，即可随时随地查看报告

和影像资料，减少就诊时间和降

低医疗费用。相比于传统的胶

片，这种方式也更容易保存。

同时，影像资料同步上传

到网络，方便本院或上级医院

医生调阅患者的完整影像数

据，提高就诊效率和诊断质量，

有助于实现医疗全过程的数字

集中诊断服务，推进影像检查

结果共享，助推全区的医疗信

息化和医共体建设。

区中医医院推出“云胶片”服务
“全轻”数字化医院方便患者就医

通讯员 沈娜
本报讯 新春来临之

际，区计生协会会长周海飞

带队慰问了我区 5户计生特

殊家庭和困难家庭，这标志

着我区各镇（街道）计生协走

访慰问献爱心和圆梦微心愿

活动全面启动。

1月 24日上午，周海飞

一行来到锦屏街道康阿姨家

中，送上慰问金和生活用

品。每到一处，周海飞都与之

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计生特殊

家庭和困难家庭人员近期的生

活情况、身体状况，嘱咐他们有

困难及时向镇（街道）、村（社

区）反映，同时鼓励他们要勇敢

面对生活，重拾生活信心。

据悉，区计生协此次共慰

问计生特困家庭 68户，走访全

区 30户新增失独家庭，兑现微

心愿83个。

区计生协会领导
慰问计生困难家庭

通讯员 汪辰卉

2019年，是区卫生健康局组建第一年，也是奉化实现“三年大变样”的决胜之年。区卫生健康局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站在新起点，开拓新思路，落实新举措，再创新业绩，奋力谱写我区卫生健康工
作改革发展新篇章，全面冲刺“三年大变样”。

健康奉化建设推进会健康奉化建设推进会““大雁大雁””流动医疗服务队上门送医流动医疗服务队上门送医

周海飞一行在锦屏街道康阿姨家慰问周海飞一行在锦屏街道康阿姨家慰问

现场专业评议组审议评分现场专业评议组审议评分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

新为动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共

建共享，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周期健康服务。

自去年 6月全区卫生与健康大

会召开以来，我区大力推动健康奉

化建设，制订出台 《健康奉化 2030
行动纲要》，成立健康奉化建设领导

小组，明确健康奉化建设阶段性目标

任务及相应部门的工作职责。筹备建

立区健康办（与区爱卫办合署），制

订健康奉化建设责任分解表。去年

10月，参加健康宁波建设高级研修

班。去年 11月，组织召开了健康奉

化建设推进会，部署下阶段工作任

务，并邀请省爱卫办专家作健康建设

考核评分细则专题培训。去年 12
月，制订出台健康奉化工作要点，分

解细化健康奉化建设任务目标，制订

考核办法，建立常态化督查办法。下

阶段，我区将加强健康奉化建设的全

方位保障，强化部门协作交流，确保高

质量推进健康奉化建设。

坚持“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在“健康奉化”建设之路上砥砺前行

党建塑魂，“廉”字当头。凝聚思想

共识、提升服务理念、夯实工作作风，推

动我区卫生健康事业全面可持续发展。

强化党建引领。牢牢把握中共

中央、省市委关于加强新时代公立医

院党的建设工作精神，以区域医共体

全覆盖为契机，突出公立医院党委

（党总支、党支部）领导地位，落实党委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建立健全公立医

院重大事项议事决策机制，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的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

狠抓正风肃纪。去年 3月，研究

制定了《区卫计系统全面推进基层作

风巡察工作实施方法（试行）》，成立作

风巡察工作领导小组，计划用三年时

间对系统内 17家下属公立医疗卫生

单位实现巡察全覆盖。

推进清廉医院建设。在全区各医

疗卫生单位推进实施清廉医院（站所）

建设，着力打造“制度固廉、文化育廉、

问责促廉、网格护廉”的清廉医院建设

体系。以萧王庙街道卫生院为试点的

清廉医院建设工作已经初见成效。去

年 12月，组织全区医疗卫生单位召开

清廉医院建设现场推进会及座谈交流

会。全区医疗卫生单位将于 2019年上

半年基本构建完成清廉医院（站所）建

设的整体框架。

坚持党建引领，在正风肃纪之路上砥砺前行

人才是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源

泉。以人才促改革，以人才促发展，坚

持“外引内培”两手抓，优化医疗卫生人

才结构，全方位提升医疗卫生人才素质。

“刚柔并举”引才借智。瞄准卫

生高层次人才和紧缺专业人才，赴

省内外参加各类招聘会，多举措招

贤纳才。全年招录卫生人才 74名，

其中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等紧缺

专业人才 46名，硕士研究生 8人。

2019年拟招录 130名，其中紧缺人

才 100 名。加大定向培养力度，

2018年择优与 20名高考学生签订培

养协议，选送到医学院校学医，是历年

来培养人数最多的一年。此外，全区

各大医院与上级三甲以上权威医院深

度合作，筑巢引凤，实现柔性引才。

精准高效培育人才。针对医院管

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的不同需求，分

层、分类、系统性地加强人才培训，培

训规格、培训频次节节攀高。一年来，

局层面组织开展各类干部培训 32期，

累计 1920人次。组织系统中层干部

参加由省卫计委举办的干部培训班，

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医学科学

院外籍院士樊代明教授开展医学的系

统论与整合观院士论坛，邀请美国梅

奥诊所布尔南教授开展“过去、将来与

未来”培训授课。输送高层次人才外

出进修，去年全年各医疗卫生单位共

选派进修 63人。全区各医疗卫生单

位共举办继续教育培训班 19个，其中

国家级5个，省级5个，宁波市级5个。

高层次人才竞相涌现。强化培养

中青年卫生技术骨干，优秀卫生人才脱

颖而出。周亚萍、裘黎明分别获评浙江

省基层名中医、宁波市名中医；刘飞霞、

应武江、程秀萍3人获评宁波市基层名中

医；周耀、宋秋云、庄时刚、吴金钻、邬浩

杰获宁波市中青年名中医、宁波市中青

年名中药师等称号。杨春雨、康君芳、周

平、楼善杰4位医务人员分别荣获宁波市

优秀医师奖、宁波市优秀青年医师奖、宁

波市优秀基层医师奖，为历年来获评宁

波级以上人才荣誉之最。去年申报国家

级继教项目9项，申报各类科研项目34
项，2个科研项目获省级科研立项，1个科

研项目通过省级验收。

坚持以人为本，在“人才强卫”之路上砥砺前行

因循守旧易,求索创新难。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焦百

姓的健康需求，区卫生健康局不断

探索新领域、拓展新服务，想百姓之

所想、解百姓之所需。

创新开展偏远山区送医送药服

务。在溪口镇、大堰镇组建流动医

疗小分队，大堰 6 个村（1 个敬老

院）、溪口 12个村实现移动医保实

时结报，医护人员每月定期上门服

务，偏远山区患者普通看病、配药、

报销“零跑腿”。以大堰镇卫生院为

试点探索推行家庭病床服务，从药

品报销（对比门诊提升约 20%报销

比例）、交通费用等方面减轻贫困家

庭经济负担。

创新开展精准健康扶贫项目。

去年 4月起，以大堰镇卫生院为试

点推出全省首个H型高血压与脑卒

中防控精准扶贫惠民项目。进村入户

免费体检筛查，为确诊的H型高血压

患者免费发放药物，并纳入精准化全

程规范管理。项目实施半年多来，已

有 507人享受免费用药，免费发放药

物金额达 30余万元。山区群众对高

血压的知晓率、控制率、医从性明显提

高，脑卒中的发病率明显下降。

创新组建“健康公益联盟”。整合

系统内志愿服务队伍，联合社会公益

组织，去年 5月，“健康公益联盟”成

立，推动医疗志愿服务专业化、品牌

化、项目化。目前共有医疗志愿服务

队24支，医疗志愿者905名，其中高级

职称 182名。“三社联动 共建健康社

会”公益项目已开展活动 100余场，服

务 1万余人次；“同心携手 共筑温暖

之家”项目固定结对帮扶计生特殊家

庭30户，参与志愿者106名，组织开展

活动30余次，赠送物资10万余元；“中

医课堂进校园”已开讲 30余场，受益

青少年 1000余人次。与何美蓉志愿

服务团队、锋之社志愿服务团队、博爱

志愿服务团队、乐享志愿服务团队等

社会公益组织签订合作协议，融入区

级医院导医服务队伍。

创新互联网+健康服务。打造区

域医疗卫生信息平台，推进区域影像

服务平台建设，探索无胶片示范区创

建，在基层全面推广门诊电子病历系

统，推进区域卫生信息互联互通标准

化成熟度项目。设立在区人民医院的

胸痛、创伤、卒中、影像、心电、病理会

诊等 6大中心，已累计完成基层实时

上传的各类会诊 20余万人次，提高医

疗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依托宁波云

医院平台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

创新公共卫生服务。全省率先开

展预防接种损害补充保险试点工作，

增加保费来源，提高补偿效率，扩大补

偿范围，解决偶合症、免疫失败等政府

财政补偿无法解决的问题，推动形成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基础保障+补充保

险”多层次保险补偿体系。创新推出

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社区一站式

服务”模式，患者服药依从性明显提

升。全市率先实施非本地户籍严重精

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政策。

创新慢性病管理模式。以萧王庙

街道卫生院为试点，创新开展慢性病远

程穿戴监测项目。以莼湖镇卫生院为

试点推出全省首个CDSS（慢性病诊治

辅助决策系统）慢性病管理项目。松岙

镇卫生院以全区首家医供体单位为契

机，推行宁波市级基础高血压工作室。

莼湖镇卫生院依托宁波市第一医院优

质资源，加强糖尿病工作室建设。

以“为民谋福祉”为落脚点，在创新之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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