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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

今年新疆计划完成
荒漠化土地治理450万亩

高质量发展看昌吉

“医”路向前幸福长
——昌吉州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王薇 通讯员 袁雪英

13 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获得互
联网医院牌照，农村地区患者也能问诊
知名专家；

成立 8 家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总医
院，州、县、乡、村四级数据链路全部贯
通，让患者少跑路、少花钱；

在 乡 镇 卫 生 院 设 立 基 层 名 医
工 作 室 46 个 ，偏 远 地 区 群 众 告 别
看病难；

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558 支，常
住人群、重点人群签约率双增长，群众
得病能早发现、早治疗……

这些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昌吉州千
方百计提高广大群众健康水平的缩影，
更是全州卫生健康事业蓬勃发展的真
实写照。

2023年以来，昌吉州卫生健康系统
坚持发展和创新，以群众健康需求为导
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努力提升卫生健
康服务质量和水平，大力推进“健康昌
吉”建设，让昌吉人民享有公平可及、系
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深化医改
全民健康步伐坚定向前

今年1月，80岁的杨先生突发持续
剧烈胸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昌吉市大
西渠镇卫生院就诊。医生立即为他做心
电图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发送给10公里
外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
分院心电诊断中心。

经远程诊断，杨先生确诊为急性心
肌梗死，该院心电诊断中心立即启动救
治流程，指导大西渠镇卫生院医生对杨
先生开展救治，挽救了患者生命。春节
前夕，杨先生送来一面红彤彤的锦旗，
感谢昌吉市大西渠镇卫生院医护人员。

得益于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在
昌吉州，像杨先生这样的患者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县市级医院的诊疗服务，既
减轻群众看病经济负担，又方便群众就
近就医。

2023年，昌吉州全面推行城乡一体
的总医院管理制度，整合县、乡、村三级
医疗卫生资源，组建 8 家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总医院，实行总医院院长和总会计
师政府代表制，落实“八统一”管理，总
医院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进一步满足
和方便群众看病。

医改，关乎民生，惠及百姓，以全民
健康助力全面小康……

深化医药改革，让群众看病“少花
钱、更安心”。我州101家医疗机构实行
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付费，县市
总医院全部实行医保基金总额付费，让
医保资金从“医院收入”变成“医院成
本”，逐步形成“居民越少生病，医生收
入就越高”的利益共同体。

深化医疗改革，让群众看病“少跑
腿、更省心”。我州在乡镇卫生院设立基
层名医工作室 46 个，基层诊疗量占比
达43.98％。

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群众看病体
验“有改善、更舒心”。加强党的建设、临
床专科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全州
所有公立医院全面取消药品和医用耗
材加成，提升医院精细化管理水平。

深化人事薪酬制度改革，让医护工
作“有目标、更用心”。2023年，我州建立
总医院薪酬总量动态调整机制，探索试
点绩效工分制，以实际贡献确定人员绩
效工资。

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如今，群众看
病少排队、付费更便捷、住院更省心，
种类齐全、功能完善、结构合理的医疗
网络遍布庭州大地，全民健康步伐坚
定向前。

筑牢“网底”
医疗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80岁老人摔倒致髋关节骨折，去县
城看病换药颇为折腾。如今，签约家庭
医生后，家住吉木萨尔县三台镇东地村
的张奶奶在家就能享受到清创换药的
诊疗服务。她说：“平时身体不舒服也能
咨询家庭医生，太方便了！”

这样的便利，得益于昌吉州于2013
年在全疆率先推行的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改革。

2023年，昌吉州稳步扩大家庭医生
服务签约覆盖面，强化签约服务内涵，

增加服务供给，落实签约居民健康管
理，常住人群、重点人群签约率分别同
比增长3.5%、3%。

“ 健 康 底 色 ”是 老 百 姓 的“ 幸 福
成色”。

2023年，昌吉州积极推动卫生健康
事业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转变，构建市、县、乡、村四级医
疗卫生服务网络，服务体系得以健全，
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医疗服务整体水平
明显提升，利好消息不断传来：

——深入开展“优质服务基层行活
动”，12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达到推荐标准、60家乡镇卫生院（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达到基本标准。

——全州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高
血压规范管理率、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重点人群

“两卡制”认证率、电子健康档案开放率
均高于自治区指标要求。

——保质保量超额完成第八轮全
民健康体检任务，优化完善州、县、乡三
级质量控制体系，异常结果诊断、处置
能力不断提升。

——巩固健康扶贫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将已脱贫户、脱贫不稳定
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中
患病人口全部纳入“三个一批”医疗救
助范围内，定期开展健康管理服务。

“基层医疗机构是卫生服务体系的
‘网底’和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必须建
好、管好、用好。”州卫健委党组成员、副
主任邹渤说，今年，我州坚持软件与硬
件并重，全力护佑“一老一小”和妇幼健
康，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建
设，不断完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为便捷、优
质的医疗服务。

提升能力
满足群众多元就医需求

省部共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
国家重点实验室昌吉州工作站挂牌，11
项联合基金项目完成立项；跨越 8000
里，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专家
远程指导下完成机器人辅助精准种植

牙；为免疫性溶血患儿成功实施换血
术，创造了生的希望……2023 年，昌吉
州人民医院交上了一张硕果盈盈的成
绩单。

始建于1955年的州人民医院，经过
69 年的拼搏进取，已发展成为集医疗、
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为一
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民之所望，必有所为。在州人民医
院快速发展的同时，全州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疗机构新增国家级重点专科 1 个、
自治区重点专科4个，与省外42家知名
医院建立服务共建合作关系，全面推行
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检查检验结果互认
600余项……

就医不再需要线下来回跑、排长
队，只需要轻点手机即可完成挂号、缴
费、查看检验结果等环节。

近年来，全州“互联网+医疗”蓬勃
发展，让就医更方便。

目前，昌吉健康云平台州、县、乡、
村四级数据链路全部贯通，健康数据、
电子病历、检验结果共享互认就医服务
体系初步建成；13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获得互联网医院牌照，开通临床科室
176 个、坐诊医生 495 位，线上诊疗服
务、预约就诊2.3万人次。

积极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地落实。
2023年，州人民医院与吉木萨尔县总医
院五彩湾分院、奇台县总医院芨芨湖分
院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州中医医院木垒
县分院完成挂牌，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
衡布局和扩容下沉。

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2023
年，昌吉州针灸专科联盟成立，全州综
合医院中医科、中药房，以及乡镇卫生
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覆盖率
达 94%。

新起点，新征程。人民群众对“更高
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更加迫
切。“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全州人民提供
全方位健康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
健康生活的美好向往，推动卫生健康事
业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努力绘
就‘健康中国’美好蓝图中的昌吉画
卷。”州卫健委党组书记周友仁表示。

本报讯 记者常谊谊报道：“我在
家就能享受周到的照护服务，而且这些
都由政府买单，太感谢了！”2月5日，在
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公务员一期小
区居民李生云家中，看着吉来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的社工打扫着房间，李生云感
慨地说。

15 年前，因为一起工伤事故，导致
李生云双腿瘫痪，生活起居全靠爱人照
顾。“自打瘫痪后，我生活完全无法自
理，要是哪天爱人不在身边的话，我啥
都弄不成。”李生云说。

吉木萨尔县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

记张建玲介绍，2022 年 7 月，吉木萨尔
县在全疆率先探索实施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项目，引进第三方服务机构吉木萨
尔县吉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推行上门
为重度残疾人群体提供居家照护服务
试点，首批服务对象为30户38人，李生
云就是首批服务对象之一。

“服务中心共有 25 名专职社工，全
部经过专业岗位技能培训，可以为重度
残疾人群体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
心理支持、代购代买、健康监测、家政服
务等全方位的专业居家照护服务，有效
改善和提升了重度残疾人群体的生活

质量。”吉木萨尔县吉来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周嘉琦说。

李生云说，当他在家需要照护服务
时，只需要拨打服务电话，社工就会立
即上门，根据他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特
色化、专业化的定制服务。

“做饭、买菜、买药，打扫卫生，或者
陪我去医院看病，都是随叫随到。这不，
快过年了，我说让帮忙给搞搞卫生，他
们立马就来了。”看着在自己屋子忙里
忙外的社工，李生云欣慰地说。

“民之所盼，政之所行。通过提供居
家照护服务，切实解决重度残疾人群体

的生活困难，不断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求，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方向
和目标。”张建玲表示。

她介绍，今年，吉木萨尔县将进一
步扩大居家服务对象范围，将县域内89
名就业年龄段（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
下）的重度肢体、智力、精神残疾人纳入
服务对象范围。并且着力在精准服务上
下功夫，确保符合居家服务项目要求的
重度残疾人群体在“应入尽入”的基础
上，享受到更加优质贴心的居家服务，
切实减轻残疾人家庭负担，提高残疾人
生活质量。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24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曹华从自治区

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新疆将全力
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阻击战，全年计划完成荒漠
化土地治理450万亩。

今年新疆将“三北”工程建设纳入
林长制督查考核，编制完成“三北”工程
总规（修编）、“三北”六期规划和塔克拉
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实施方案。推广

“三北”防护林、沙化土地封禁保护、沙
漠公园、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国家重
点公益林和天保工程、工程固沙、光伏
治沙7种模式。坚持宜林则林、宜草则
草、宜湿则湿、宜沙则沙、宜荒则荒，实
行挂图作战、包片指导、造一片活一片、
建一片成一片。探索实施“光伏+治沙”
生态修复和产业发展新模式。大力发展
以枸杞、沙棘、肉苁蓉、苜蓿、甘草、油莎

豆为主的沙区特色产业，积极发展沙漠
旅游、沙区康养等产业，推动由单纯防
沙治沙向“防、治、用”并举转变。

新疆是我国荒漠化、沙化土地面
积 最 大 的 省 区 ，其 中 荒 漠 化 土 地
106.86 万平方公里。近年来，新疆依
托“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塔里木
盆地周边防沙治沙等国家重点生态
工程，在沙漠前沿、沙漠—绿洲过渡
带、绿洲外围积极开展荒漠化防治工
作，构筑三级防护体系，有力改善了
沙区生态环境。

新疆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布局防沙
治沙，建立多元化的防沙治沙投入机
制，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推动
重点地区林草植被持续增加，荒漠
化、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生态安
全屏障更加牢固。

新春走基层

吉木萨尔县实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

89名重度残疾人接受居家照护服务

2 月 19 日，
昌吉农商银行佃
坝支行工作人员
为种植户办理春
耕贷款业务。

眼下，昌吉
市 各 金 融 机 构
加 大 信 贷 投 入
力度，全面提升
春 耕 备 耕 金 融
服务效率，为春
耕备耕施足“金
融底肥”。

□梁宏涛摄

漫画评说

去年新疆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超190万人次

新疆日报乌鲁木齐2月27日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任春香从自治

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自治
区多措并举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 年，新疆跨
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92.71万人次，
较上年增长266.86%。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党组副书记、
局长王志华介绍，去年，我区稳步推
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聚焦群众

“垫资”和“跑腿”问题，通过完善出台
跨省异地就医政策、规范流程、扩充
备案渠道、开通门诊结算窗口、简化
办理流程等措施，有效提升异地就医
结算的及时性和便捷性。

截至目前，全国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共计开通门诊费用跨省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18.96 万家；住院费用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8.1 万

家；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异地就医直
接结算联网定点医疗机构5.74万家，
基本满足了新疆参保群众异地就医
结算需求。

我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医
疗机构也不断增加。截至 2023 年 12
月31日，我区共开通跨省住院费用直
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2015家，跨省普
通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
3050家。

数据显示，去年，我区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结算累计 24.15 万人次，结
算总费用 39.83 亿元，减少患者垫付
资金 26.98 亿元。跨省异地就医普通
门诊直接结算153.55万人次，医疗总
费用 4.64 亿元，减少患者垫付资金
3.35亿元。跨省异地就医门诊特殊慢
性病直接结算 15.01 万人次，医疗总
费用 1.2 亿元，减少患者垫付资金
1.04亿元。

昌吉市：

“返乡能人”回流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梁宏涛 闫曦

真人CS运营基地、春田采摘园、
露营基地等，这些是昌吉市三工镇二
工村返乡能人田新龙用两年时间创
办的项目。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重点在干。
很多外出能人虽身在他乡，但心系故
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量
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基层流
动，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乡村发展的

“游子”归乡，他们带动地方经济发
展，成为了昌吉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

“作为二工村村民，我非常愿意
回乡创业，回报家乡。”依托“田野星
河”田园综合体项目，2023年，田新龙
进一步开阔思路、大胆创新，在原有
乡村旅游+蔬菜采摘+星空营地的经
营基础上完善产业结构，利用天然的
山地、林地资源优势打造了占地1000
多平方米的真人 CS 野战基地，目前
承接企业团建、亲子互动、户外野营
等活动，已接待体验30余场次。“接下
来，我将继续打造网红桥、深水垂钓
等娱乐项目，不仅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想，也带动了20多名村民实现在家门
口就业。”田新龙侃侃而谈。

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充分发挥“返
乡能人”带头示范作用，大力发展文旅
产业促进乡村和美发展，一大批能人带
着农民实现了增收致富。

昌吉市三工镇二工村党委副书
记徐桃花介绍，村“两委”将返乡能手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鼓励大学

生、退休干部、教师、医生、技术人员、
退役军人等回乡创业，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

如今，在昌吉市像田新龙这样的
“返乡能人”越来越多，他们从农村走
出，又回到农村，在广阔的乡村沃野
中，用积累的知识创新农业生产模
式、打通销售渠道，在乡村振兴中成
为连接城乡的“新农人”，在泥土中绽
放了梦想之花，也带动着家乡群众奔
向致富之路。

近两个月，昌吉市佃坝镇土梁村
智慧花卉大棚负责人李增特别忙，大
棚里，数万盆特色花卉争奇斗艳，一
派生机盎然。李增正忙着装货发货，
让棚里的花卉尽快到达客户手中。

李增告诉笔者，他在大学学的就是
设施农业专业，毕业后一直在从事花卉
种植行业。目前，他负责的大棚里种植
有100多个品种的花卉，总数约五六十
万盆，产值达300多万元。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 富 。李 增 创 新 花 卉 种 植 发 展 模
式，采取“公司+合作社+协会+基
地+电商”的运营方式，发动周边农
户一起种植花卉，带动农村富余劳
动力实现就业。如今，他又有了新
的想法，向立志在农村发展的“新
农人”发出邀请，引进新品种进行
产品迭代更替，打造集研学、线上
和线下销售为一体的温室大棚。同
时，李增正在筹划穴盘蔬菜研学、
花卉研学等项目。

进一步规范和监督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决策部署，维护公平竞争
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日
前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和
监督罚款设定与实施的指
导意见》，首次对行政法规、
规章中罚款设定与实施作
出全面系统规范。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