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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8月20日上午，在邵
阳市健康主题公园——
城南公园，市民张女士一
边在公园内健康步道散
步，一边念着路边测步指
示牌内容：“您已走 100
步，消耗能量3.2千卡。”

面对记者，她高兴地
说：“现在这健康主题公
园真好啊！能精确地计
算卡路里和路程，让我们
健身运动更有劲头了！”

近几年来，健康邵阳
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推
进健康邵阳建设工作，制
定多个相关政策文件，召
开了高规格的全市推进
健康邵阳建设动员大会。

目前，我市深入推

进健康湖南 15 个专项
行动，健康村（社区）、健
康学校、健康家庭等健
康细胞建设加快推进。
全市共创建健康促进学
校 413 家、健康促进医
院 226 家、健康促进单
位192家、健康促进企业
64 家、健康促进社区 59
个、健康促进村 283 个，
健康主题公园7个、健康
主题步道（一条街）10
条。全市居民健康素养
水平提高到 30%以上，
率先达到“十四五”规划
目标。15岁以上人群吸
烟率为 19.54%，提前达
到《“健康中国 2030”规
划纲要》提出的 20%以
下控烟目标。

◆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深入人心

随着我市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日益完善，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
镇卫生院成为了百姓身
边的健康守护者。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如春风般温
暖，走进了千家万户。医
生们定期上门为居民提
供健康检查、疾病预防指
导，让群众在家中就能享
受到贴心的医疗服务。

我市完善以医疗机
构为骨干、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为枢纽、基层医疗机
构为网底的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全面建立成熟完
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形成
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
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就医
新格局。

我市不断加强疾控
能力、心脑血管疾病防治
能力建设；加强传染病监
测防控和学生近视等常
见病防治；聚焦妇幼健康
服务，健全生育支持政策
和配套措施；构建老年医
疗服务体系；加强托育服
务建设，有效提质人口发
展服务，让重点人群健康
服务获得了强力保障。

目前，新邵县成功创
建首批“湖南省儿童健康

综合发展示范县”，邵阳
市中心医院创建全省首批

“母婴友好医院”已通过市
级评审。2023年，全市“两
癌”免费筛查97317人、孕
产妇免费产前筛查29199
人、新生儿先心病免费筛
查29452人，分别完成省
定 任 务 的 101.54% 、
112.3%、113.28%。

全市有42家二级及
以上综合医院开设老年
医学科，263家医疗机构
建设成为了老年友善医
疗机构，省级安宁疗护示
范病房和标准病房各建
成1家，新增医养结合机
构2家，建成全国示范性
老年友好型社区2个。

截至 2023 年底，全
市拥有托育服务机构252
家，共有托位 22683 个，
每千人口拥有托位 3.53
个，71家托育机构完成备
案，2家托育机构被评为
省级示范性托育机构。

我市还积极落实优
化各项生育政策，加强孕
产妇和0岁至6岁儿童健
康管理，产妇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婴儿
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均
控制在省定指标内。

◆公共卫生服务迈上新台阶

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
和治理、积极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
展、加快医共体医联体建设……一场
关乎民生福祉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正如火如荼地在邵阳推进着，为广大
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健康红利。

曾经，看病难、看病贵是压在许
多邵阳百姓心头的一块石头。为了打
破这一困境，我市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和决心，深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如今，走进我市的各级医疗机构，
映入眼帘的是整洁舒适的就医环境，
医护人员亲切的笑容和耐心的服务。

为了缓解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我市加大对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
新建和扩建了一批现代化的医院，
医疗资源得到了丰富和优化。通过
医联体、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到基层，百姓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专家的诊疗服务。

“我有高血压、糖尿病，以前身体
不舒服，要跑去大医院排队，现在好
了，我们乡镇卫生院就能看好，医生技
术好，这里还可以申请上一级医院远
程会诊，方便又省心！”家住北塔区茶
元头街道的村民陈正中感慨地说道。

近年来，我市加强省级和市级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科学规划全市医疗
资源。推进医共体与专科联盟，组建
各类形式医疗联合体66个；10家二
级综合医院启动五大中心建设，12
家二级综合医院建立县域远程诊断
中心；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
以村级卫生室规范化建设为主要内
容，实现了“一村一医一室”全覆盖。
全市175家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22家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
的远程诊室完成与省级远程医疗服
务平台对接；38家二级及以上公立
医院完成应用环境改造，完成率
10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完成应用
环境改造214家，完成率100%。

在解决看病贵的问题上，我市
也下足了功夫。我市通过集中采购、
带量采购等方式，大幅降低了药品
和医用耗材的价格，让群众用上了
质优价廉的药品。医保政策的不断
完善，报销比例的提高，切实为群众
减轻了医疗负担。目前，我市门诊慢
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系统成功通过验
收并正式上线，高血压、糖尿病、恶
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
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5种门诊慢
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非常感谢中医馆的医生，
通过几次针灸和各种理疗，把
我缠身 10 余年的腰肩疼痛治
好了！”8 月26 日，新邵县新田
铺镇小水江村 72 岁的老人王
新民说起在新田铺镇中心卫生
院的就医经历和感受，脸上挂
着欣慰的笑容。

基层医疗服务是保障广大
农村居民健康的重要防线。为补
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我市加大
对基层医疗设施设备和人才培养
的投入。新购置了一批先进的医
疗设备，如数字化X光机、彩色超
声诊断仪等，大大提高了基层医
疗机构疾病诊断的准确性和及时
性，实现大病不出县，“家门口”看
病就医。

“十三五”以来，我市加快
推进医疗机构建设，新建医疗机
构1330所，争取中央预算投资
项目20个、3.7亿元。全面推进
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全市新
增民营中医类医院6家、中医公
立医养结合医院1家，中医门诊
部9家，中医备案诊所103家。

截至 2024 年 6 月，9 个县
（市）均建成1所二级甲等及以
上综合医院，其中 4 个县（市）

建成县域三级综合医院。三级
医院从2家增加到16家，其中
三甲医院 6 家；二级医院从 25
家增加到79家；综合医院从32
所增长至 108 所；特色专科医
院从3家发展到67家。

全省首家地级市脑血管病
医院在市第二人民医院挂牌。
全市注册全科医生超过 2000
名，每万名城乡居民拥有2.5名
全科医生。全市3168个行政村
均有了自己的“小医院”，640多
万农村老百姓“有地方看病、有
合格医生看病、小病在村能诊
断诊疗”的模式得以有效落实。

邵阳市中心医院、邵阳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已顺利通过三
甲复审，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已成功创建三甲综合医院，
新宁县人民医院已通过三级医
院验收，邵东市人民医院成为
2024 年省级公立医院高质量
发展示范性医院。3 家医院成
为湖南省高质量发展示范性医
院建设单位，创建卓越服务示
范医院8家。全市20家医院实
现了信息互联互通，实现检查
检验结果跨机构调阅，覆盖就
诊人群80%以上。

◆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

健康，是人民幸福之本，是
社会发展之基。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全市 3162 个行政村均有了自
己的“小医院”，全市三级医院
总数、医疗服务能力、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均处于全省第一方
阵，百姓看病就医方便可及、居

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与时俱进推进卫生健
康事业发展，持续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有效解决群众看
病就医烦心事，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和获得感，持续擦亮邵阳
人的幸福底色。

一切为了百姓的健康
——近年来我市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陈红云 通讯员 杨仁 王冬梅

健康主题公园。

建设中的邵阳市中医医院岐黄综合大楼。

邵阳市中心医院东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