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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树庄偕卫生系统全体同人预祝市第十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编者按 卫生事业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 人人享有卫生保障，是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焦作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卫

生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为主线，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为出发点和

根本目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落到了实处，新农合制度健康发展，城乡医疗

服务能力明显提升，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得到缓解，为保障全市人民身体健康、促进我市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今后五年，是深化我市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全面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

度的关键时期，全市卫生工作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整体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市第十次党代会精神，开拓

创新，扎实工作，不断推进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实现我市走在中原经济区前列的目标、

建设更具活力的新型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袁树庄（左一）看望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的患者。

市卫生局领导深入幼儿园给小朋友喂服中药，预防手足口病。

做人民健康卫士 促社会和谐发展

卫生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十一五”期间，特别是

2008

年年底以来，我市争取中央

医疗卫生投资项目

76

个，建设规模达到

18.71

万平方米，总投

资

3.59

亿元。 实施了市中医院，沁阳市、博爱县、温县、修武县

人民医院和孟州市中医院等县级医院医疗设施建设项目；重

点建设了

29

个乡镇卫生院、

27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一批

乡村卫生室改造项目。 积极争取到省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项

目并推动市标准化乡村卫生室建设项目的实施，投入

6000

万

元建设标准化村级卫生室

2200

个，保证全市每一个行政村至

少设有

1

个标准化村级卫生室。 众多卫生建设项目的实施，进

一步健全了全市医疗服务网络，改善了医疗条件。

新农合制度健康发展

我市新农合制度按照“强化政策支持、规范日常监管、

突出惠民便民”的方针稳步发展，管理规范，整体运行平稳，

取得了明显成效，新农合制度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深切拥护。

2011

年 ， 全市共有

247.40

万人参加新农合 ， 参合率达

97.80％

，居全省前列。 近年来，新农合体系不断创新管理模

式，提升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使群众享受到了更多实惠。

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参合患者在市县乡级定点医院住院直接

得到补助； 对患有急性白血病等

6

种重大疾病的儿童实施

了新农合补偿和民政救助；新农合门诊统筹全面推进，扩大

了门诊患者的受益面和保障水平。

公共卫生服务落到实处

“防治结合，预防为主”是国家卫生工作方针的核心内

容。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可以使群众不生病、少生病，

为老百姓筑牢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十一五”以来，我市公共

卫生服务事业取得显著成效， 基本建立了政府购买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群众免费接受服务、医疗卫生机构提供服务并

得到发展的医疗卫生新机制。 以建立乡村健康档案为切入

点，逐步推进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体制的形成。为

农村居民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 并开展健康教育、 疾病控

制、重点人群保健等公共卫生服务。全面实施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 对

15

岁以下人群补种乙肝疫苗提前两年完成，

贫困白内障患者复明手术、农村妇女增补叶酸、农村改水等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全面推进。

基本药物制度稳步实施

2010

年，我市作为河南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6

个

试点市之一， 在全市

72

所乡镇卫生院和

11

家政府举办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和药品零差率销售， 围绕

建立 “维护公益性、 调动积极性、 保障可持续性” 的运行新

机制总要求， 强力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 目前，

基层医疗卫生综合改革基本完成， 实施改革的基层医疗机构

构建了新的管理、 人事、 分配、 补偿、 药品采购机制， 实现

了群众得实惠、 机构求发展、 医务人员受鼓舞的改革目标，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理解和拥

护。

“科教兴医”效果显著

坚持以人为本，强力推进“科技兴医、科技兴卫”战略，

全面提升了全市医疗卫生队伍的整体素质。 在全市打造了

一批在市内领先、省内先进的学科品牌。

2008

年择优确定

了

32

个焦作市医学重点学科和

38

个焦作市临床特色专

科，形成了我市医学重点学科及临床特色专科群。

2009

年，

焦作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焦作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顺利

通过省卫生厅验收，被确定为省级医疗临床特色专科。

2010

年， 焦作市妇幼保健院开展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顺利通过

省卫生厅验收并正式运行。 我市数家医院多名优秀学科带

头人被评为河南省青年科技创新人才。

中医事业长足发展

2007

年，我市成功创建全国农村中医工作先进市。 截

至目前，全市中医医疗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共设有中医医疗

机构

14

家，其中市中医院

1

家、中医药学校

1

家、县级中医

院

8

家、民营中医医疗机构

4

家。全市

96%

的乡镇卫生院建

有中医科，

97%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中药服

务， 村级卫生室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人员占农村医疗卫生技

术人员的

31%

。 全市先后开展了中医师承教育、农村无学历医

疗人员教育、西医学习中医培训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中医药

队伍，提高了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政府支持中医发展的力度

不断加大，市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医药事业快速发

展的意见》，较大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本版图文均由市卫生局提供）

卫生系统不断加强对基层医疗护理人员的技能培训，

提高专业水平。

卫生系统开展优质服务、拒收红包廉洁自律签名活动。

重拳出击整治不合格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