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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全市人均期望寿命为 81.66 岁，户籍人口孕产妇零死

亡，婴儿死亡率为 1.34‰，全市甲乙类传染病报告发病率 198.12/10

万，报告死亡率 0.76/10万，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连续多年均居国内同

类城市领先水平；宁波第四次高水平通过国家卫生城市复审实现

“五连冠”目标，并入选全国15个健康城市建设优秀案例；宁波实现

了全国文明城市“六连冠”……随着健康宁波建设的持续推进，宁

波人欣喜地发现，阿拉宁波越来越健康了。

自 2004年成功创建为国家卫生城市以来,宁波市把促进健康的理

念融入改革发展全过程全领域，把开展健康城市建设作为提升城市

品质、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幸福

指数的重要载体来抓，着力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倡导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得以不断提高。

江北区慈城镇毛岙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最多跑一次”——奉化区人民医院一站式服务中心

镇海区居民在西大河市民广场打太极拳

海曙区家庭医生签约现场

鄞州区云龙镇群众龙舟活动现场

北仑区郭巨街道各村、社区开展爱国卫生环境卫生整治

美丽的鄞州公园

吃完晚饭，徐先生来到宁波市
体育馆，此刻的田径场上热闹非
凡，四个足球场上，运动健将们展
示着矫健的身姿；塑胶跑道上更是
人潮涌动，有的慢跑，有的快走
⋯⋯徐先生不由笑着感慨道：“宁
波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健康了！”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宁波越来越
普及了。这几乎是所有宁波人的共
同感受。2019 年度全市居民健康
素养监测结果显示，2019 年我市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 30.03%，较
2018 年提高 2.43%。

而这健康生活方式得以普及的
背后是宁波市委、市政府对全民健
康的重视，是各地、各部门为打造
健康宁波作出的共同努力。

为让广大市民树立健康理念、
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宁波市健康
办（市爱卫办）结合实施全民健康生
活方式、国民营养计划、健康中国行
动等活动，借助移动电视、户外灯箱
广告、社区宣传阵地和微信公众号
等渠道，定期向广大市民宣传普及
健康生活方式、重大传染病防控、病
媒生物防制等科普知识，扩大健康教
育的覆盖面。市健康办设计印制了一
批健康城市建设、健康素养知识为主
要内容的宣传海报，发放到全市各
社区、行政村和公共服务单位。

为给广大市民提供一个健身好

去处，这几年，我市加大了群众体育
设施建设。2019年，我市群众体育设
施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宁波奥体中心
总建筑面积约 18.6 万平方米一期工
程“三馆一园”建成投入使用，10个体
育公园建设首次纳入市民生实事工
程，于 10 月底全部提前完成建设并
向市民开放；建成 56 个多功能社区
运动场、足球场等群众身边的体育健
身设施；成功发布第二批 11 条登山
健身步道；落实新建居住区和社区配
套体育设施，实现体育设施项目在城
市开发建设过程中的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投用，全市共有 98个新建
小区按要求同步配套建设体育设施，
有效缓解“健身去哪儿”难题；启动数
字体育建设，加快打造全民健身地
图，全大市共录入数据 10800多片场
地。据了解，我市各类体育场馆面向
社会开放，实行“免费+低收费”的模
式，公共体育设施开放率达到100%，
并向社会公布体育系统开放场馆名
录，全市符合开放条件的公办学校
100%向社会开放。

与此同时，我市还持续推进国
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城市
建设，普及全民应急救护技能。据
统计，自 2011 年至 2019 年，全市
累 计 应 急 救 护 普 及 培 训 206.7 万
人，累计应急救护培训普及率达
34.58%。

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普及

医院医疗水平提升了，基层群
众看病方便了，普通老百姓拥有了
自己的家庭医生。宁波人有个共同
的感受，那就是宁波的健康服务能
力越来越强了。

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全面加强。
重点传染病防治工作扎实开展，登
革 热 本 地 病 例 发 生 数 同 比 减 少
67%，持续保持艾滋病低流行区水
平，被列为全国第四轮艾滋病综合
防治示范城市。结核病疫情稳中有
降，麻疹、流脑、乙脑等疫苗针对
性疾病发病处于极低水平，在全国
率先启动消除丙肝行动计划。国家
级 慢 性 病 示 范 区 建 成 率 达 到 了
90%， 数 量 和 建 成 率 位 居 全 省 第
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管理指
标均到达或超过国家标准。2019 年
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综合达
标率达到 96.07%，接受浙江省综合
绩效评价，结果全省排名第二。

家庭医生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全市共建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 151 家，规划内设置卫生
服务站 525 家，村卫生室 926 家，平
均每 5.4 万常住人口拥有一家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每 0.5
万常住人口拥有一家规划内社区卫
生服务站或村卫生室。截至 2019 年
底，重点人群在签人数共计 120 万
人，重点人群签约率 69.7%。

三医联动综合医改持续深化，
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开展。全市将
30 家县级医院和 123 家乡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整合成为 25
个医共体。截至 2019 年底，301 名
市级专家常驻县级医院，312 名县
级专家在成员单位统筹驻点。托管
医 院 门 急 诊 人 次 较 之 前 增 长
8.9%，住院量增长 7.2%，三、四
类手术比例明显上升，达到国家基
本标准的基层医疗机构共 100 家。

医疗水平稳步提升，智慧健康
保障体系全面建立。宁波在国内率
先上线基于健康医疗大数据的医疗
机 构 综 合 监 管 服 务 平 台 ， 2019
年，“互联网+诊疗”项目全年处
方 68.89 万 份 ， 累 计 171.89 万 人
次。“互联网+护士”服务项目由
原先 6 种扩展至 25 种，平台入驻护
士 4000 人，累计提供上门服务近
4000 人次。“互联网+药品”项目
向家医签约就诊患者提供慢性病用
药配送服务，累计配送 1305 人次。

与此同时，我市还扎实推进妇
幼、老人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推进
安宁疗护省级试点、基层医疗机构提
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省级试点。截至
2019 年底，全市有医养结合机构 37
家，医养签约合作机制基本覆盖所有
镇乡（街道），老年康复护理床位数
7154张，达到每千名老人4.5张。

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健康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几天前，卢先生因病赴上海医
院就诊，让他惊喜的是，看完病在
上海就直接完成了医保结算，再不
用像以前那样回到宁波为报销医药
费而跑断腿了。

卢先生感受到的便利得益于宁
波推进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作为
首批长三角地区门诊直接结算试点
城市，宁波率先开通与上海之间的
门诊直接支付，异地就医门诊结算
定点机构从 3 家增长至 102 家，实
现 了 区 县 （市） 全 覆 盖 。 截 至
2019 年 11 月底，我市参保人员到
上海市门诊就医直接结算 45989 人
次，发生医疗费 1257 万元；上海
市参保人员在我市门诊就医直接结
算 2050 人次，医疗费 30 万元。直
接结算人次为与上海市合作的华东
三省试点地市第一，有力缓解了群
众异地就医“资金垫付、报销跑
腿”的矛盾。

这几年，我市的健康保障体系
越来越完善，不断推进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只是其中一项。

提高医保统筹水平。我市在省
内率先完成职工医保与生育保险制
度合并，制定 《宁波市生育保险和
职 工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合 并 实 施 方
案》，实现参保登记、基金征缴管
理、医疗服务管理、经办和信息
服务、生育保险待遇“五统一”，
职工生育保险服务更加便捷、管

理更加科学，为原游离于生育保
险外的 40 余万灵活就业人员提供
保障。

完 善 医 保 慢 病 门 诊 保 障 制
度。我市将高血压、糖尿病等 12
种常见慢性病纳入城乡居民医保
慢性病门诊病种范围，新增药品
1256 种 ， 达 到 1409 种 ， 门 诊 报
销比例提高至 60%以上，一次性
配 药 量 可 达 12 周 。 全 市 可 刷 卡
购买慢性病病种相关药品的医保
定 点 连 锁 零 售 药 店 门 店 达 到 750
家 ， 方 便 参 保 人 员 就 近 配 药 取
药。

完善商业健康保险，推进大病
保险市级统筹。我市制定大病保险
资金管理办法，居民医保人均财政
补助标准增加 30 元，其中一半用
于大病保险，大病保险起付线全省
最低，为医疗负担较重的人员进行
二次补偿。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
我市大病保险累计补偿 11.6 万人，
补偿金额 4.5 亿元。

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我市
开展长护保险试点工作评估，启动
长护保险试点扩面工作，增加试点
服务机构数量，进一步探索完善长
护保险资金筹集、需求评估、待遇
支付、服务提供、质量管理“五大
体系”。累计有 1184 名重度失能人
员享受长护待遇，基金累计支付
1775 万元。

健康保障体系更加完善健康保障体系更加完善

全市大气环境六项常规污染物
稳定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其中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浓度达
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7.1%，PM2.5
年均浓度降至 29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6.5%；80 个市控以上断面
水质优良率上升到 83.8%；县级及
以 上 饮 用 水 源 地 水 质 常 年 保 持
100%达标⋯⋯采访中，有多位市
民欣喜地感慨道：天更蓝了，水更
清了，这几年宁波的生活环境有了
很大改善。

这几年，为了给广大市民打造
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我市推出了
一个又一个举措。

完善生态环境管控机制。出台
了 《宁波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任
规定》，修订实施 《宁波市环境污
染防治规定》，积极推进 《宁波市
生态保护条例》 等地方立法前期工
作，进一步完善我市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完成第二次污
染源普查工作，对全市 9.86 万家固
定污染源信息进行全面的排查和登
记，建立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和动态
更新机制。完成全省首个 “千吨
万人”饮用水水源划分试点工作，
重新划定全市 54 个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

加强自然生态保护，提升市容
环境品质。据统计，我市已累计完
成造林面积 1599 亩，森林覆盖率
稳定在 47.7%以上，推进全市 8 个
省级森林城镇创建，深化“一村
万 树 ” 行 动 。“ 三 江 六 岸 核 心 区
滨 江 绿 道 ”“ 东 钱 湖 环 湖 绿 道 ”

“ 鄞 州 区 东 部 新 城 生 态 走 廊 绿
道 ” 入 选 为 “ 浙 江 最 美 绿 道 ”，

“ 宁 海 国 家 登 山 健 身 步 道 ” 入 选
为 “2019 中 国 新 美 步 道
TOP10”， 宁 海 、 奉 化 、 象 山 焚
烧 厂 建 设 全 面 启 动 ， 6 个 大 型 垃

圾转运站全面投用，全市生活垃
圾处置设施 12 座，日处理能力突
破 1 万吨，成为全国首个拥有完
整分类处置设施的城市。

高质量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完
成小城镇综合整治任务。2019 年
10 月 1 日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
理条例》 正式施行。全面实施源头
减量、回收利用等七大专项行动。
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实现基本覆盖，
县市达 94%。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达到 40%以上，城市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到 100%，全市城镇生
活垃圾实现负增长。2019 年全市
共投入“百千工程”资金 20.6 亿
元，累计 1222 个村启动村庄整治
建设；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行政村
2232 个；年末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处 理 行 政 村 2110 个 ， 覆 盖 率 达
85%。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实施道路
交通安全行动。制定 《2019 年宁
波市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明
确风险监测食品样品数量不少于
每千人口 1 件、采集地产样品的
比例不低于 60%；推进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全市所有
涉农区县 （市） 全部建成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全面试行农
产品合格证制度。与此同时，我
市还开展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全市各地积极排查治
理路口开口、绿化遮挡行车安全
视线隐患，积极进行路口安全设
施提升改造，推行安装来车预警
系统。2019 年，市交通部门督促
落实高速公路经营单位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共投入 1000 多万元增
设 TS 防 撞 垫 、 防 抛 网 等 交 通 安
全设施，耗资 1041 万元对全市 68
座三级防护等级的公路桥梁进行
提升改造。

（陈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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