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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为我国深化医改蹚出了路
子、树立了典型。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
委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为切入点，促
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支
持指导各地医改向纵深推进。国家卫
生健康委18日在浙江丽水举行新闻发
布会，就浙江进一步拓展和丰富三明
医改经验内涵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点面结合
努力实现“看病不出省”
“看病不出省”是浙江深化医改、

打造卫生健康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
性成果。

浙江省卫生健康委主任王仁元介
绍，浙江认真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结合浙江实际，推动医改与卫生健康
现代化互促共进。

在点上鼓励基层首创。王仁元介
绍，以丽水、湖州、衢州三个中央财政支
持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
目城市为重点，探索培育一批群众有
感、具有鲜明浙江辨识度的医改典型。
比如，丽水市首创“固定+流动”巡回诊
疗服务，统一配置标准化巡回诊疗车
500辆，建成“智慧流动医院”183个……

在面上坚持“三医”协同，纵深推
进联动改革。据介绍，浙江按照“腾空

间、调结构、保衔接”的路径，推进药品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切实降低药品耗
材费用负担；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目前
医 疗 服 务 收 入 占 比 从 2016 年 的
27.30%提高到 35.93%；提高医务人员
薪酬待遇，工资总额增量向基层倾斜。

湖州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王宗
明介绍，当地在推进“三医”协同发展
和治理方面，持续保持卫生健康投入
稳定增长，“十四五”期间先后投入
184.8 亿元用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基
础设施建设。此外，建立2大紧密型城
市医疗集团和9大县域医共体。同时，
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2018年以来累计调整5000多个项目，
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高到38%。

“最多跑一次”
让群众看病更便捷、更舒心

从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最多跑一
次”改革，到推出“看病少排队”“付费更
便 捷 ”等 举 措 ，再 到 构 建“ 健 康 大
脑+”……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烦心
事”，浙江始终把让群众看病更便捷、更
舒心作为深化医改的一项重要目标。

针对“到什么医院看病”“看什么
科”“药该怎么吃”等，王仁元介绍，当
地上线“数字健康人·安诊儿（An-
gel）”，实现导医导诊、预约挂号、扫码

支付、报告查询、用药指导、居家护理、
复诊续方等线上服务的“一站式”串
联，目前已覆盖省市医院 92 家，累计
服务超1400万人次。

针对“转院怎么办”等烦心事，当
地开展连续医疗服务和畅通转诊服
务，落实门诊首诊负责制，构建院内

“一站式”、院间“双向通”和院后闭环
管理的连续诊疗服务新模式。建成全
省“连续医疗服务分级诊疗平台”，目
前累计转诊服务71万人次。

针对“重复检查”等烦心事，通过
统一建设浙江省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
享平台来破解“不能认”，通过完善医
保预算总额破解“不愿认”，通过制定
统一互认项目目录、编码和质控标准
来破解“不敢认”，目前已覆盖所有二
级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和乡镇卫生院，
累计互认 4774.4 万项次，节约医疗费
用超过15亿元。

丽水市委书记吴舜泽介绍，以丽
水市为例，该市“医检互认”平台已覆
盖全市所有公立医院和乡镇卫生院，
2023 年以来互认项目达 140 万项次，
为群众节约就医费用3226万余元。

建好“家门口”医院
助力县域内群众就近看好病

解决群众“大病少出县，小病就近

看”，集中资源把“家门口”医院建设好
十分关键。

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县委书记
翁志鸿介绍，当地每年把 10%以上的
财政支出投入到卫健领域，建成景宁
县人民医院新院区，打造影像、病理、
检验三大共享中心，胸痛、卒中、创伤
三大救治中心得到质的提升。

此外，当地探索推广山区医疗
服务试点，以“花钱少、服务好”
为核心，更好满足山区群众看病就
医需求。

翁志鸿介绍，针对全县67个偏远
村医疗机构难覆盖问题，当地创新“智
慧流动医院”模式，巡回诊疗车集成就
医检查、取药报销、远程会诊、应急救
护等功能，每月至少提供4次“送医上
门”服务。

丽水市中心医院在帮扶基层、
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带动区域整体
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

丽水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纪建松
介绍，该院通过学科共建、远程会诊等
多维输送，提升基层诊疗能力。比如，
建立“市—县—乡”三级医学影像共享
中心，将医学影像服务延伸至乡村，为
基层出具诊断报告30余万份。

（新华社杭州11月18日电）

如何拓展丰富三明医改经验内涵？浙江这样“答题”
○新华社记者 李 恒 黄 筱

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记者 申 铖） 财政部 18 日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84981 亿
元，同比下降 1.3%，扣除去年同
期中小微企业缓税入库抬高基
数、去年年中出台的减税政策翘
尾减收等特殊因素影响后，收入
保持平稳增长。从单月数据来
看，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5.5%，全国税收收
入同比增长1.8%。

“可以看到，10月份，财政收
入增速达5.5%，单月增幅继续回
升；当月税收收入运行也呈现一
些积极变化，实现年内首次正增
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
志勇表示，财政收入数据的变化，
体现了经济运行回升势头增强。

分中央和地方看，今年前10
个月，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2482亿元，同比下降3.9%；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102499
亿元，同比增长0.9%。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10个
月 ，全 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221465 亿元，同比增长 2.7%。分
中央和地方看，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本级支出32658 亿元，同比增
长7.9%；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8807亿元，同比增长1.8%。

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积极
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资源统筹，
加大对基本民生和重点领域的经
费保障，保持财政支出强度。从主
要支出科目看，今年前10个月，
教育支出32573 亿元，同比增长
1.1%；科学技术支出 7421 亿元，
同比增长1.1%；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34931亿元，同比增长5.1%；
城乡社区支出 16462 亿元，同比
增长6.6%；农林水支出19967亿
元，同比增长10.4%。

杨志勇表示，随着增量财政
政策进一步落地落实，完成全年
预算目标任务将有更强保障，财
政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将
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比增长5.5%

新华社北京 11月 18日电
（记者 戴小河） 国家邮政局监
测数据显示，截至11月17日，我
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 1500
亿件。

17日下午，在国家邮政局中
国快递大数据平台的大屏幕上，
不 断 滚 动 的 数 字 弹 出 了

“150000000000”的超长字符。这
第1500亿件快件，是极兔速递揽
收的一箱花牛苹果，由甘肃天水
发往重庆，一位消费者从拼多多
平台下了这一单。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市场保
持繁荣活跃，发展质效不断提
升，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拉动生
产消费，为更好提高经济运行效
率、畅通实体经济循环作出重要
贡献。

快递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
得益于宏观利好政策驱动。多部
门多地区发布扩内需的支持政
策，以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为契机，不断
丰富消费场景，开拓下沉市场，
巩固了当前持续向好的发展态
势，带动了快递业务量强劲增
长。与此同时，得益于日益完善
的顶层设计、高效通达的服务网
络、智能科技的广泛应用，快递
企业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
极布局无人车、无人机、智能分
拣等先进技术设备，行业运输转
运能力日益增强，网络体系逐步
完善，服务效率和质量也得以有
效提升。如今，小到针头线脑、柴
米油盐，大到农机配件、冰箱彩
电，消费者只需在手机屏幕上轻
轻一点，快递小哥最快当天便可
送达。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区域
发展结构更加均衡，中西部快递
占比持续提升，业务量增速超全
国平均水平。一件件包裹穿梭于
东西南北，编织出一张物畅其流
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首次突破1500亿件

——上接1版 健康及亚健康人群也
得到了更好的健康管理。截至2023年
底，全市高血压、Ⅱ型糖尿病、严重精
神障碍、肺结核患者规范管理率分别
达 86.71%、87.54%、97.37%、98.5%，全
市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19岁。

随着全民健康管理体系的逐步完
善，群众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的“大
卫生、大健康”理想正逐步照进现实。

中医药助力——
夯实建设健康中国之基

11 月 17 日，三明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智能化中药煎配中心内，一味味
药材被“机器人”药师依次放入锅
中，加水、浸泡，经轨道输送到位后
开始煎煮。

日前，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在
全省率先启用中药数智化煎配系统，
从药材的调配、称量、控水、浸泡、煎
煮、装袋到药罐的清洗、消毒都由“机
器人”完成，全过程自动化作业。

“这套系统将古法煎药模式与
‘智能机器人’精准结合，每天可煎
煮 500 人次 2500 剂中药。”三明市中
西医结合医院药学部主任夏丽珍向记
者介绍。

中药数智化煎配系统的启用是我
市加快推进省级区域医疗中心、闽西
北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持续提升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让市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高水平中医药服务的一个
缩影。

自 2021 年 12 月 23 日，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与三明市人民政
府、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签署战略
协议，合作共建闽西北区域中医医疗
中心以来，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
院先后派出三批 18 名专家到我市开
展驻点医疗帮扶工作。通过设立名医
工作室、互访交流、骨干驻点、进修培
训、线上线下指导、学术交流、远程医
疗、党建共建等方式，持续将特色医疗
技术、成熟管理经验、先进发展理念引
入三明，三明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受帮

扶科室门诊人数最高增长 1 倍多，中
药处方量最高增长95.14%，吸引了一
批市外患者前来就诊。

随着中医药服务能力的提升，全
市看中医、用中药的氛围日益浓厚。
2023年，三明全市公立医疗机构门诊
选择中医药服务占比近 35%，中医药
影响力持续扩大。

一直以来，三明市委、市政府高
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注重发挥中
医药独特优势，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先后出台《三明市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若干措施》《三明市中医药健
康促进工程实施方案》等文件。2022
年，我市抢抓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口
帮扶机遇，制定实施《三明市中医药
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2—
2025年）》，从加强中医药管理机构
建设、持续加大医保政策对中医药的
扶持力度、建设县总医院中医平台科
室、启动村卫生所“中医阁”建设、
全力建设闽西北区域中医医疗中心等
方面，加快构建融预防保健、疾病治

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优质高效中医药卫
生服务体系。

目前，全市共有农村特色专科国
家级7个、省级25个，创全国中医特色
重点医院1所；每万人中医类执业（助
理）医师数达6.51人，列入第六批、第
七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
指导老师 3 名，列入全国基层名老中
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专家12名。

2023年，全市门诊、住院患者中药
饮片处方数分别达 88.96 万张、20.61
万张；全市中医辨证论治费、药事服务
费、诊查费三项收入达2.78亿元，中医
非药物治疗收入1.16亿元，中医类医
疗服务性收入占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性
收入的 20%，进一步筑牢了我市中医
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从源头维
护人民健康。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市将
坚定不移地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医改之
路，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
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为夯实建设健
康中国之基贡献三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