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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汪辰卉
日前，区卫生健康局按照上级

统一部署，突出顶层设计，坚持“四

学”并进，把握两个“紧扣”，全面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突出顶层设计
实现动员指导全面覆盖

区卫生健康局注重强化组织领

导，优化顶层设计，强力推动工作落

实，实现两个“全覆盖”。

动员部署全覆盖。9月 12日晚

上，区卫生健康系统“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区

卫生健康局党委书记、局长童云龙

动员部署。截至 9月 15日晚上，局

党委下属 9家单位的党组织（其中

党委 2 个、党总支 3 个、党支部 45
个）全部完成动员部署工作，覆盖党

员全系统党员共880余名。

巡回指导全覆盖。9月 19日，

出台《区卫生健康局党委关于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

作的实践方案》，并成立主题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以局领导班子成员

联系下属单位党建工作制度为基

础，延伸成立 7个局党委主题教育

巡回指导组，负责对下属 9家单位

的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全程督导，确

保全区卫生健康系统各级党组织的

主题教育活动走实走深。

坚持“四学”并进
力求学习教育落地生根

区卫生健康局积极拓宽学习教

育的广度和深度，力求学习教育出

实效。

分门别类“导学”。认真梳理并

制定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干部的必

读书目清单及选读书目清单，下发

《学习纲要》和《论述选编》等学习书

目共计2800余册。

上门慰问“送学”。针对年老体

弱、行动不便的80岁以上的老党员，

卫生健康局党委副书记余江南带队

开展“送书上门”慰问活动，第一时

间传达了各级主题教育会议精神。

领导干部“领学”。研究制定

《局党委学习研讨方案》，局党委班

子计划开展专题研讨会，并带领全

体机关党员和下属医疗卫生单位党

组织书记、副书记开展 5天集中学

习和 1次“初心之旅”。引领广大党

员认真学原著、做批注、谈心得、讲

体会，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

先进典型“教学”。深入挖掘系

统内基层共产党员先进典型，积极

开展“医路初心红榜——我身边的

优秀共产党员”活动。将系统内逐

级推报的16名优秀共产党员和3个
团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宣传展示，

并择优选取 2名优秀党员（沈彩糯、

卓巧飞）和 1个先锋型团队（杏林援

边医疗队）报区“初心红榜”活动，切

实发挥先进典型引导人、鼓舞人、激

励人的作用。

把握两个“紧扣”
确保调查研究开花结果

区卫生健康局紧紧把握两方面

调研重点确定调研课题，确保调研

工作定位准、步子实、成效足。紧扣

区委、局党委层面的重点工作开展调

研；紧扣卫生健康系统的突出问题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开展调研。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结合系统

实际，围绕“五个聚焦”，即聚焦企业

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聚焦组织能力，

强化党的领导；聚焦质量安全，提升

医疗能力；聚焦服务水平，改善就医

体验；聚焦重点项目，推动事业发

展。区卫生健康局党委班子成员研

究制定“四联四跑”专题调研和重点

工作调研方案，确立了全区“四联四

跑”、区域医共体建设、公立医院党建

工作、医疗服务领域“最多跑一次改

革”、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等 7个调研

课题，计划下一步开展深入调研。

区卫生健康局

扎实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奉化卫生防疫工作起于新
中国建立初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经历了

战争的国家面临着各种疫病防控的严峻

考验。1951年，奉化建立疫情报告制度，

拉开了我区疫病防控的序幕。次年，奉化

县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1953年 1月，在

奉化县卫生院（区人民医院前身）设立奉

化县人民政府防疫股，这是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和区卫生监督所的前身。1956年
正式成立奉化县卫生防疫站，1960年与

县委卫生科合并，1962年复名为奉化县

卫生防疫站。1969年 5月至 1970年 10月
期间，防疫站曾与人民医院合并，改名为

奉化县人民防治院，分开后仍名为奉化县

卫生防疫站。1998年 4月，由广平路迁至

现桃源路新址。

1952年初，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

运动在我国迅速展开，这也是卫生防疫事

业初期独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方式。

新中国成立前，丝虫病在奉化流行广

泛。晚期丝虫病的皮肿病症，俗称“大脚

疯”。丝虫病防治工作可追溯至 1956
年。在全面查治以控制传染源的同时，大

规模开展的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和卫

生积肥运动，使蚊子密度大幅度降低，从

而切断丝虫病的传播媒介。微丝蚴（寄生

于血液内的丝虫幼虫）阳性率从上世纪

50年代初的 21%下降到 1959年的 8.6%。

之后，奉化持续开展丝虫病防治工作，把

丝虫病防治工作纳入疾病防控体系。

1984年，为“基本消灭丝虫病”达标县。

1996年，奉化市达到消灭丝虫病标准。

1974年起，奉化县、区、公社（镇）三

级医疗单位配备专职卫生防疫人员，开展

计划免疫工作，合作医疗站也承担防疫任

务，卫生防疫体系初具雏形。

疾病防控体系日趋完善

加强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是维护人类

生命健康的重要工作，主要措施有针对相

应传染病的疫苗预防接种、重点传染病监

测、预警处理和疫情管理等。

免疫规划，是防治传染病的有力手

段。计划免疫工作从 2005年改称为免疫

规划。早在 1974年，奉化县在白杜乡进

行计划免疫试点。从 1978年起对 0-7岁
儿童实行计划免疫，随后不断普及、巩固

与发展，计划免疫针对的传染病，得到有

力控制，发病率明显下降。我区从 1980
年起无白喉病例，1985年起无脊灰病例；

麻疹、流脑和乙脑的报告发病率分别从

1978年的 404.04/10万、16.19/10万、4.86/
10万降至 2018年的 0/10万；病毒性肝炎

和百日咳分别从 1978年的 136.67/10万、

27.52/10 万降至 2018 年的 59.68/10 万、

0.39/10万。1998年，开始计划免疫门诊

规范化建设工作。2009年，开始创建星

级预防接种门诊。如今，我区有五星级预

防接种门诊 4家、四星级预防接种门诊 1
家、三星级预防接种门诊 4家、规范化接

种门诊1家。

在重点传染病防控方面，奉化于

1987年基本消灭疟疾，2014年完成消除

疟疾达标考核。奉化的血吸虫病防治工

作始于上世纪 50年代中期，于 1987年达

到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1988年以来坚

持每年开展螺情监测、病情监测，以巩固

血防工作成果，1995年为奉化发现钉螺

的最后年份。近年来，我区将历史血吸虫

病流行镇（街道）分成 5个片，轮流开展钉

螺检测，每年清查一块。2014-2018年累计

查螺面积 550108㎡，未发现钉螺。到 2019
年已连续24年未发现钉螺。

我区持续提升全区结核病疫情防控水

平。1989年，奉化市卫生防疫站被列为省

结核病监测试点县 (全省共 4个县)。1995
年，奉化市被列入“卫生部加强与促进结核

病控制项目”第三批县（全省 17 个）。自

2001年起，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加大，从 3万
元上升到目前 30万元。2017年，奉化作为

浙江省县区成员之一，参加中盖结核病三期

项目。2018年，开展疑似患者耐多药筛查

工作，加大耐多药肺结核防治工作。2019
年，加强学校结核病筛查和疫情防控。此

外，今年 4月，我区启用结核病“一站式”即

时结报系统，为宁波市首家。

2003年非典后，各级政府加深了对“预

防为主”方针的理解，把卫生应急工作提上

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预案，公共卫生体系不断健全，各职能部

门提高了应急能力，人民群众也普遍提高了

自我保护的意识。2004年 2月 1日起，奉化

18家医疗卫生单位实施公共卫生事件和传

染病疫情网络直报。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群疾病谱发生改

变，一些与人们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慢性病

已成为危害人群健康的主要疾病。2018年
我区主要死因(前五位)依次为为肿瘤、脑血

管病、心脏病、呼吸道疾病、损伤和中毒，5
种疾病占总死亡数的 87.62%。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也从“卫生防疫”时代跨越式转型，传

染病防控和社区慢性病管理并重，免疫规划

有效实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持续提升，健

康教育工作深入普通群众。

跨越转型，卫生监督执法规
范各类市场秩序

1984年，奉化县卫生防疫站设立食品卫

生科，专职从事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1988年奉化市卫生防疫站设立环境卫生科，

承担公共场所、环境卫生、生活饮用水、食品

卫生和职业卫生、化妆品卫生等监督检测工

作。1996年5月，建立奉化市卫生监督所，与

卫生防疫站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管理。

2002年 7月，原奉化市卫生防疫站分为奉化

市卫生监督所和奉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如今，卫生监督所主要承担全区范围内

公共场所卫生、医疗卫生、饮用水卫生、学校

卫生、爱国卫生、放射卫生、职业健康体检机

构及打击非法行医等具体监督执法和法律

法规宣传工作。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依法执

业守护健康、公共场所“333”专项、“夏季游

泳保健康”、“四小”整治、住宿场所分色管

理、医疗机构放射防护管理规范化医院创

建、中小医疗机构口腔科感染预防与控制规

范化管理、医疗美容专项、集中消毒餐饮具

和食品相关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工程、校园卫

生健康行动、五水共治等一系列专项整治、

专题检查工作，维护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秩

序。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力度不断加强，卫生

行政处罚的违法案件扩大到公共场所卫生、

职业卫生、生活饮用水卫生、传染病管理、医

疗机构、消毒产品等领域，与广大群众日常

生活、工作息息相关，全方位保护群众健康。

妇幼保健，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

我区妇幼保健工作始终遵循《母婴保健

法》的宗旨，对孕产妇、儿童实施系统管理率

达到 95％以上。衡量妇幼卫生工作的重点

指标成效显著，近 3年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

死亡率分别降低到0/10万和2.51‰。

全区建立了以区妇幼保健院为中心、各

镇（街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幼

人员和村级妇女主任组成的三级妇幼保健

网络，网络管理逐年规范。全区四家区级医

院均开展妇产科、儿科医疗服务，9家镇(街
道)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开设妇保

门诊、儿保门诊。区妇幼保健院（1986年妇

幼保健站“撤站建所”，2004年 10月妇幼保

健所“撤所建院”）承担城区妇幼保健工作，

负责全区妇幼保健业务指导工作。

1984年起，奉化实行孕产妇系统保健管

理。2001年起，建立全区“生育健康电子监测

系统”。从婚检开始，早孕建册、产前检查、产

时记录、产访、产后42天检查、儿童保健等全

过程所有资料均录入电脑，全程电子监测。

2004年6月，奉化市妇保所开设流动孕产妇管

理门诊，对流动孕产妇实行专项管理，定期检

查，电话随访。2005年，奉化市妇保院被省卫

生厅评为省级示范妇幼保健规范门诊。

医共体改革，为公共卫生事
业注入新活力

随着医共体建设在全区范围内全面推

开，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进一步整合共享，

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各医共体牵头单位主动融入基层公共卫生

能力建设，强化专业指导，推进疾病三级预

防和连续管理，完善医防协同工作机制，做

到防治服务并重。医共体内部建立公共卫

生管理中心，制定医共体相关公共卫生工作

制度，完善工作机制，负责督促、指导、协调、

考核医共体成员单位落实相关工作任务。

会议现场

70年奉医 70年记忆
——奉化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掠影

通讯员 汪辰卉

我区公共卫生工作始终遵循“预防为主”原则，经过几代卫生专业人员的共同努力，从简单的疾病防治
发展成为现在的疾病预防控制、卫生监督、妇幼保健三大体系，拥有一批卫生技术骨干和先进的检测设备。
据文献记载，1974-1976年，奉化三年平均期望寿命男性66.04岁，女性69.36岁。据档案记录，我区2000年居
民期望寿命 72.69岁，男 70.26岁，女 75.38岁。2018年，奉化区居民期望寿命达 81.04岁，其中男性 79.21岁，
女性83.11岁。

开展钉螺检测开展钉螺检测19921992年展出乙肝疫苗等宣传版面年展出乙肝疫苗等宣传版面 20032003年抗击非典年抗击非典20052005年年44月执法人员开展食品卫生监督工作月执法人员开展食品卫生监督工作

19981998年奉化卫生防疫站迁至桃源路年奉化卫生防疫站迁至桃源路 20032003年年55月卫生防疫人员开展消杀工作月卫生防疫人员开展消杀工作 奉化市卫生监督所和奉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奉化市卫生监督所和奉化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奉化防疫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奉化防疫站（（广平路旧址广平路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