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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2012年以来，翔安区成功创
建省级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
先后荣获“国家级地方病防治工
作先进集体”和“全国中医药工作
先进单位示范区”等称号。

全力办好民生实事
护航居民生命健康

翔安区卫健局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升辖区居民健康获得感

至 2022 年末，全区拥有执业
（助理）医师数1654人，注册护士数
1942人，比2012年末分别增加1194
人、1504人。

2013年翔安区出台高层次卫生
人才引进政策以来，市第五医院已
引进10批共54名高层次卫生人才，
截至目前卫健系统医疗单位博士18
人、硕士196人，中高级职称802人
占比49.26%，人才学历、职称层次较
往年均有所提高。

截至2022年9月，全区拥有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312个，比2012年
末增加253个，医疗机构实有开放
床 位 2001 张 ，比 2012 年 末 增 加
1275 张；市第五医院 2021 年医院
门 急 诊 量 、出 院 病 人 数 分 别 为
78.96万人次、3.33万人次，比2012
年分别增长72.25%、50.68%。

奔跑在抗疫最前线
每一次突发疫情，他们身着白衣，逆行奔

赴，战斗在防控的最前线——区域核酸检测的
点位遍布全区各处，天还没亮，来自辖区各大
医院和各卫生院的医护人员都会准时整装集
结，奔赴核酸检测第一线，无论严寒酷暑，身穿
防护服，坚守在岗；出现突发状况，区卫健局应
急处置人员总会在第一时间抵达——应急采
样队、核心流调队分工合作，第一时间重采人
员核酸标本、采集居住环境标本送检，迅速开
展疫情流调溯源，抢抓“黄金24小时”，实现密
接、次密接人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
控”。快速高效落实封控管控区分区域、重点
区域核酸检测，及时阻断社区疫情传播……

“要跑得比病毒更快一些。”这是这些白衣
战士常挂在嘴边的话，他们马不停蹄地奔跑，
与病毒正面交锋，为辖区居民筑起一道“健康
防火墙”。

绷紧保障居民健康这根弦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更要绷紧保障居民健

康的这根弦。
翔安区卫健局在持续做好医疗机构管理

的基础上，落实落细基层医疗机构的各项工
作，充分发挥其“哨点”作用；严格疫苗全流程
管理，稳妥有序组织疫苗接种；进一步规范发
热门诊建设和管理，加强院感知识培训，全面
落实重点人员核酸检测“应检尽检”；选派医疗
专班人员进驻隔离场所，开展健康监测和核酸
采样；科学开展重点场所消毒，广泛开展重点
环境监测，及时阻断疫情扩散传播。

此外，区卫健局科学合理布点、有序开展
核酸检测，结合工作日人员通勤特点、辖区老
年人活动时间等适度调整核酸采样时间和点
位布局，在重点区域加密布点，满足辖区民众
检测需求。目前开设便民核酸采样点55个、97
个采样台。

全力构筑
一张防疫网1

翔安医护人员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翔安医护人员战斗在疫情防控最前线。。

业翔民安—— 一个“安”字之中，就
包含了身体安康的含义，事关民生

福祉、关乎民计民生。
跨岛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翔安区一

直致力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把全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补齐
医疗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完善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健康翔安”全面推进。尤其
是近年来面对疫情的冲击，翔安区卫健
系统经受住了考验，在锤炼中成长蜕
变，不断提升辖区居民健康获得感。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也使
得卫生健康工作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的保驾护航作用进一步彰显。接下来，
翔安区卫健局将紧密结合辖区实际，全
面抓好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严格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将“健
康翔安”的工作继续推向纵深，全力办
好民生实事，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居
民生命健康持续保驾护航。

医联体聚合资源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医联体一般指医疗联合体，通常是将同一个区域内的
医疗资源整合在一起，由三级医院与二级医院、社区医院或
卫生院共同组成。翔安区卫健局自2017年开始探索成立
区域医疗联合体，旨在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今年，翔安区卫健局利用医联体平台，以第五医院为指
导医院，各挂职基层医疗机构的副院长为责任人，建设基层
胸痛救治单元，打通急性胸痛救治“起跑第一公里”和慢病
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同时增开微信转诊平台及微信转诊
预约服务，进一步提高转诊效率，截至今年9月，医联体平
台上转2125人次，下转503人次。

与此同时，翔安区推动实施分级诊疗试点工作。以“慢
病先行、三师共管”为重点，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2022年各卫生院门
急诊量已达63.56万人次。

家庭医生签约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签约对象提供
“三师共管”慢病精细化管理服务，覆盖面也正在逐步扩大。

树立大健康理念
重点关注“一老一小”

在内厝镇许厝村幸福院，跑步机、单车等健身设备，方便
老人们强身健体；新增设的按摩椅，让老人们享受现代化设备
服务；新安装的电梯，让老人们行动更加便利……在这里，还
有生日会、义诊等定期活动，极大丰富了村里老人的业余生
活。许厝村还作为全市唯一一个农村社区，创建了全国老年
人心理关爱示范点。

翔安区卫健局持续做好老年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动
态更新完善辖区内老年人健康档案的同时，开展老年人心
理健康状况评估和随访。与此同时，区卫健局还推动医养
结合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机构合作签约57对，同步推动10
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工作；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
项行动，对4家养老机构开展非法行医专项检查。

翔安区卫健局负责人表示，除老人外，妇幼保健等服务
体系也在近十年的发展中进一步健全。

首先，推动托育机构规范化管理，全区目前有托育服务
机构35家，今年新建普惠托育机构8家，新建数全市第一，
预计新增补助托位数545个；其次，进一步提高公共场所母
婴室覆盖面，全区目前有标准化母婴设施74家，今年新建
13家，其中多性别母婴室5家；第三，在推进妇女“两癌”筛
查、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及先心病筛查等重大公共卫生项目
及妇幼保健、孕产妇管理等工作的同时，推动适龄在校女生
免费接种HPV疫苗，截至目前已累计接种7440人次。

全面创设
一流硬件2 软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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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
点

免疫规划 卫生监督

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接种新冠
肺炎疫苗超 163 万人次，接种覆盖
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其中12岁以
上、18 岁以上人群全程接种率、60
岁以上人群第一剂次接种率、全程
接种率、加强免疫接种率均排名全
市第一。

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优
化行政审批，行政审批办结率
100%；开展职业健康保护行
动，“厦门ABB开关有限公司
企业建设优秀案例”入选全国
100家“健康企业建设优秀案
例”。

翔安数字经济产业园医疗健
康核心组团“健康翔安智谷”入驻
企业共 173 家，注册资本金约 16.8
亿元。今年以来共推动项目落地
36家，注册资本金0.84亿元。

产业推进

推进医疗机构信息共享，实现
跨医疗机构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
数据共享和互联互通调阅；加强第
五医院互联网医院管理，实现线上
咨询和线下诊疗一体化，截至今年
9 月底，累计注册人数 377159 人，
在 线 问 诊 7843 人 次 ，在 线 咨 询
2798人次。

智慧共享

十年变化

三医联动

实施首批及第二批共256个按
病种收付费工作，2022 年 1 至 9 月
已有56个病种按病种收费，有效控
制医疗费用不合理上涨；逐步推进
先诊疗后付费信用就医模式，预计
2023年7月前5家基础医疗机构实
现信用就医；鼓励社会资本办医，
全区各级各类社会资本举办的医
院、门诊部及诊所共164家，今年新
增13家。

杨叔禹教授杨叔禹教授（（右二右二））在市第五医院带教在市第五医院带教
指导团队指导团队，，认真为患者诊断病情认真为患者诊断病情。。

老人在幸福院度过难忘的生日会。
图为老寿星在生日会现场切蛋糕。

国际疑难罕见遗传疾病名医工作室此前在国际疑难罕见遗传疾病名医工作室此前在
第五医院揭牌成立第五医院揭牌成立，，为我省首个为我省首个。。健全完善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最近，从翔安新城片区传来好消息：片区内民安街道和金
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项目在区卫健局的推动下，前期进
展顺利，开工在即；全区12家卫生所租用、装修、投用等工作也
正在全力推进；新圩中心卫生院急救站点、翔安医院洗消中心
建设也正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自2012年以来，翔安区支持市第五医院建设医技科
教综合大楼、内科大楼、门急诊楼及传染隔离病房等项
目，累计投入资金61373.86万元——目前，市第五医院医
技科教综合大楼启用，发热门诊项目、康复中心改造项目
也已投入使用。还有一批医疗卫生项目即将落地：区妇
幼保健院新院、新圩中心卫生院异地重建、市第五医院海
峡肿瘤防治基地……

家门口的大医院
让居民看病更放心

如今，翔安居民家门口有了大医院、好医院——在区
卫健局的推动下，市第五医院连年建设颇见成效，以过硬
的医疗质量让居民更安心、更放心。

市第五医院2013年晋级为三级综合医院，近年来3
次跻身中国医院竞争力“智慧医院HIC100强”，4次获评
中国医院竞争力“省单医院100强”，2次在全国三级公立
医院绩效考核中位列厦门市三级综合公立医院全市第
四、岛外第一。医院目前已有省级院士工作站1个，市级
院士工作站1个，市级名医工作室2个，新成立区级名医
工作室3个；检验科顺利通过实验室国际质量认证体系
ISO15189认可，为我市岛外各区唯一通过全球权威质量
认证的医学实验室；中西医结合老年病科、神经内科、肾
内科、普通外科、骨科和康复医学科等6个省级重点专科
建设持续推进；同步还推进卒中中心、胸痛中心、创伤中
心等三大中心建设。

翔安区卫健局还全面开展国家级慢病防控示范区创建，
带动重大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治工作全面提升。

引进培养高素质人才
为发展提供智力保障

近10年来，翔安区坚持以名医工程为引领，大力实施
“人才兴医、人才强卫”战略，积极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
机制，着力在人才引进、培养、使用和服务等三个环节下
功夫，力促人才总量和质量全面提升。

引才方面，每年组织市第五医院开展青年英才选拔活
动，支持并给予引进人才岗位聘任、科研经费等方面的倾斜
政策；通过短期聘用、项目合作等方式，今年吸引国内各类
卫生专业知名专家33名为翔安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服务。

育才方面，翔安区卫健局依托市级规范化培训主阵地，
大规模培养卫生技术人才。区卫健局落实、落细翔安区政
府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全面战略合
作协议，推进与市第一医院在人才培养、培训以及“政产研
学用”全面长期合作。在中医方面，翔安区成立杨叔禹名医
工作室，3名医生入选厦门市第六批中医后备人才。

留才方面，2021年共发放人才津贴281.2万元，一次性
安家补贴840万元，租房补贴35.75万元；设立高层次卫生人
才服务站，开通服务热线电话，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努力为人
才提供“一站式”服务。

本版文/本报记者 邵凌丰
通讯员 林虹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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