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次抗疫防疫期间，心理
问题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
关注。“心身同治”也成了宁波

“战疫”的一大亮点，宁波援鄂
医疗队在《健康报》上发表的
《写给初上前线的心理工作
者》以及市卫健委编写并发至
全国各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肺炎心理危机干预实用手
册》，分享了宁波经验，得到了
一致好评。

市政协委员、市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四处处长张华提
出，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及经
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社会
心理问题仍然普遍存在、十分
突出，亟需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他提出了《关于筑牢全社会共
同抗疫心理防线的建议》。

他说：“疫情暴发后3-6
个月是社会心理危机高发阶

段，疫情造成社会群体普遍处
于心理应激状态。包括前期一
些重点人群，现在有些企业主、
收入困难群体、基层干部会出
现一些心理问题，需要进一步
筑牢全社会共同抗疫的心理防
线。”

“我建议，启动重点人群心
理援助项目，将心理测试项目
纳入全民健康体检，推动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常态化，将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纳入公共卫生应
急体系建设，探索将心理咨询
持证人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
等社会力量，纳入全市心理健
康服务体系，进一步壮大我市
社会心理服务队伍。将常见心
理疾病逐步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探索将抑郁症及失眠障碍
纳入慢病管理。”

记者 戴晓燕

建立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中心、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加快推进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了全世界面临的一场大考。疫情发生以来，

我市按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采取一系
列有效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目前，随着复工复产复学有序推进，宁波这座城市也慢慢回到了疫情
前的模样。但是，战“疫”还未完全取得胜利，疫情留给这座城市的人们更
多的思考，如何加快推进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也成了这次市两会代表
委员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疫情防控期间，市人大常
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对我市公共
卫生防疫能力做过一系列详细
调研，发现了很多不足。

比如公共卫生投入仍需加
强。数据显示，2019年，我市公
共卫生财政拨款预算安排13.8
亿元，与服务人口、GDP和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仍显不
足。公共卫生、传染病防治和
重症隔离资源不够完善。全市
市县两级集中收治患者的15家
定点医院可使用床位454张（其
中市级定点医院 240 张），根据
需要可扩增至640张。疾控机
构的硬件设施也比较薄弱。这
些设备设施虽基本满足了这次
疫情救治，但如面对较大规模
的传染病救治仍捉襟见肘。

比如应急响应体系不够健
全。这次疫情暴露出包括宁波
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普遍缺少一
套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传染
病防范体系、ICU重症隔离资源
管理体系。最快速度直达高
层、层层警报预警、紧急预案与
落实、紧急征用设施机制等体
系还没有建立健全。基于大数

据的全方位跟踪、实时沟通、监
测信息整合等手段还没有日常
应用。

比如综合防控机制有待完
善。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科技
和社会等手段，组织突发事件
应急防治力度不够。地方上普
遍缺乏相关法律法规，而且法
律法规和科学防控知识的宣传
普及比较薄弱，人民群众防控
意识不强，防控的精细化水平、
网格化分类管理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高。市、县、镇三级公共卫
生力量不强，尤其是乡镇、村
（社区）更缺乏专业人才的支
撑。我市每10万人口疾控工作
人员配置数7.02人，远远低于
全国14.6人的平均水平。

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
委建议，要大力推进公共卫生
防疫能力现代化建设，加强公
共卫生的顶层设计，要加大财
政投入，各级政府在制定“十四
五”规划时，要加大公共与防疫
基础设施、运营体系、人才培养
等方面投资与管理运营的规划
力度，加强传染病防控能力建
设，加强防控体系社会共治。

市人大代表、市第一医院
党委书记阮列敏，作为宁波市
援鄂医疗队领队、临时党委书
记，她带领着来自全市20多家
医院、260多人组成的宁波市援
鄂医疗队，在武汉“战斗”了50
多天。深入疫情中心的经历，
让她对疫情防控有了更深层次
的思考，当时还身在武汉的她
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市公共卫
生临床医学中心的建议》。

“现在传染病专科病床不
足，缺乏应急床位快速增加机
制，传染病院区面积和床位比
较有限，平时收治各类传染病
人已经呈饱和状态，而且传染
病院区位于市中心区域，周边
居民众多，在面对突发传染病
疫情时，床位难以临时增配，所
以急需建立应急床位快速增加
机制及硬件设施。”

“我建议，借鉴参考上海等
地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的经
验，建立宁波公共卫生临床医
学中心。”

“建议公共卫生临床医学
中心要远离人口密集区，但要
交通方便，有完善的市政公共
系统，还要适度考虑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时期紧急扩张用
地的需要。床位的设置按照

‘平战结合’的原则，平时500
张左右床位，紧急时可增加到
1000张左右，另外还要有预留
空间可以改成‘方舱医院’。”

阮列敏说，公共卫生临床
医学中心建立以后，不仅将承
担全市传染病有关的日常诊治
和指导工作，还将承担人才培
养、科研研究等功能，并在重大
疫情流行期间承担市级定点收
治任务，这将大大提高宁波应
对传染病疫情的能力。

提出同样建议的还有省人
大代表、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
院顾问周建庆等。

阮列敏说：“我们的建议已
经被政府采纳，这次两会应该
会有进一步的消息。”

九三学社宁波市委员会提
出了《关于进一步提升县域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的建议》的集
体提案。

截至去年9月，我市共挂
牌组建了25个县域医共体，患
者满意率提高到 91.3%。江
北、鄞州、慈溪、余姚的基层就
诊率均超过了65%。尤其在
这次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县
域医共体发挥了很大作用，但
仍存在很多不足。建议未来要
提升医共体背景下的区域卫生
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宣传，提
高政策知晓率；提倡制度创新，
完善牵头医院工作机制；引导
资源倾斜，提升基层医疗水平；
加大基础投入，强化基层卫生
应急能力。

市人大代表、钱湖医院院
长胡勤勇作为基层医院院长，
对此深有感触，他说：“比如制
度创新，我建议要完善医共体
绩效评价机制，推进分级诊疗
制度的落实，允许城乡居民自
由选择医共体签约，这样可以
通过市场竞争促使医共体不断
提高服务质量。比如基层医院
最缺的人才问题，乡镇卫生院人
难找、人难留，医共体应该建立
人才周转池，上下级医院‘一个
口袋’分配，这样就能调动下级
医院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当然，从这次疫情中出现的情况
考虑，加强基层疾病预防队伍建
设也很重要，这样才能应对未来
可能出现的更大规模的各类突
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公共卫生防疫能力亟待加强

建立公共卫生临床医学中心

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筑牢全社会共同抗疫的心理防线

国科大华美医院发热门诊（资料照片）。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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