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省两会
期间，“互联网+医
疗健康”成为省政
协委员关注的焦
点，大家纷纷就实
现互联互通、相互
转诊、构建智慧医
院、智慧医保等问
题建言献策，助力
健康中原建设。
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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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
的部署，具有开创性意义。作为全国重
要的农业大省，近年来我省乡村建设取
得了巨大成绩。今年省两会期间，围绕
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省
政协委员纷纷积极建言献策。
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赵文静

关于乡村振兴 省政协委员支招

留住乡愁 更要留住人才

省政协委员建言健康那些事

互联网+医疗 让“一卡通”真通

近年来，我省高度重视“互联网+
医疗健康”工作，出台了《关于促进“互
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致
力于推动我省“互联网+医疗健康”快
速发展。但相同或类似功能就医卡过
多，并未实现真正“一卡通”，慢性病和
老年病领域“互联网+医疗健康”利用
不充分，医疗机构难以互联互通、相互
转诊等问题依然存在。

对此，民盟河南省委建议，目前河
南省的“就医一卡通”改革工作已全面
推开，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担起责任积
极牵头，各医疗机构主动配合，让老百
姓真真正正地只带一张卡，实现预约挂
号、分诊导诊、检查检验报告查询、支付
结算等就医全流程线上和线下

同时进行，进行互联网化与再优化。
同时，鼓励企业研发针对慢性病

和老年病的“互联网+医疗健康”设备，
有关部门可通过税收等优惠政策，支
持相关产品研发，鼓励企业更专注于
针对慢性病和老年病的医疗技术细分
领域的产品创新和应用。

实现省内医疗数据共享。医疗数
据共享包括院内共享、院际共享、第三
方共享和大众共享4个层面。民盟河
南省委建议，我省要加快医疗数据共
享的步伐，以政府主导数据库建设，连
接“孤岛”，从省内医疗机构院际共享
做起，逐步实现医疗数据共享。

实现真正“一卡通”

“看病难、看病贵”是关系老百
姓的重要民生问题，也一直是国家
关注和不断进行改革的工作，加快
实施“互联网+医疗健康”将有效缓
解这一问题。

省政协委员李军建议，我省应
该大力构建智慧医疗、智慧医药、智
慧医保、智慧公卫及智慧监管五类
智慧服务云应用体系，进而构建全
民健康信息平台，围绕“上下联、信
息通”的思路，通过信息化手段建设
符合河南发展的运营服务体系。

具体来看，要整合医院已有信
息资源，创建一套支持医院整体运
行管理的统一高效、互联互通、信息

共享的系统化医院资源管理平台，
使医院实现“人财物”“医教研”“护
药技”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
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型。

建立面向合理流程的“扁平化
管理模式”。最大程度整合发挥资
源效能，全面实现管理的可视化，使
预算管理、成本管理、绩效管理科
学化，使各实体医疗机构管理能够
统分结合，人事统一管理、财务统
一管理、后勤统一管理、招采统一
管理、医护分开核算、三级分科管
理、统一进销存管理、统一多方支
付以及供应链管理等，提供信息化
支撑。

构建全民健康信息平台

随着区域卫生服务的不断深入,
区域卫生服务信息化的发展逐渐
呈现出滞后的状态,使得区域卫生
服务出现了“信息孤岛”和“数据烟
囱”现象,导致了卫生资源、医疗资
源、患者信息之间的整合程度较低,
不利于共享。

省政协委员李明煜建议，首先
加强顶层设计，建立信息化建设长

效机制，建立健全区域内医疗信息
化总体规划和综合协调管理机制，
分配明晰工作权责；加强卫生信息
化建设组织领导和技术指导，集中
人力、物力、财力，科学调度，通盘
统筹我省新型智慧医疗信息化建
设，逐步形成卫生健康信息网络体
系。同时加强系统整合，实现数据
互联互通，融合共享。

形成卫生健康信息网络体系

热话题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
基础。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进
程加快，不少农村人口进城，导致
农村闲置的房屋、土地等资源形成
庞大的市场。同时，城市家庭对优
质农产品和生态旅游等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一批乡村民宿、共享农
庄等日渐兴起，成为繁荣农村、富
裕农民的新兴业态。如何引导此

类新兴业态规范有序、可持续发
展，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农民持续
增收？

省政协委员陈智慧建议：“国家
或地方政府出台法律法规，规范此
类业态发展的行业标准。同时，明
确村集体、投资主体、经营商户、消
费者等参与主体各自权限，让其规
范有序发展。”

支持乡村新兴业态发展

生态宜居是提高乡村发展质量
的保证。近年来，我省不少地区大力
推进农村集中安全供水和治污，试点
污水处理系统，破解农村污水横流问
题。但在实践中也面临改厕模式单
一、设施“建而不用”、运管机制缺乏、

末端渠道不畅等问题。
农工党界别的省政协委员建议：

抓住“前端、中端和末端”三个关键环
节，形成集前端污水治理、中端本土
化运行维护、末端资源化利用于一体
的农村污水处理模式体系。

因地制宜开展污水处理

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
键。人才缺失是制约乡村振兴的最
大短板。针对我省乡村振兴中人才振
兴方面存在的农业农村人才流失严
重、农业农村人才结构欠优等问题，
民盟界别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建议。

委员们建议，依托农业农村行政

主管部门，统筹农业农村人才政策的
制定、实施及监管，提高政策落实效
率；支持有条件的涉农企业对引进的
高素质农业人才实行职业经理人制
度，按照市场化标准给予薪酬；继续
严格推进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做好
监督、管理及表彰工作。

推动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乡村基层治理能力提升是省政
协委员郭军胜关注的话题。他告诉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乡村治
理水平显著提升，但仍存在干部和村
民自治意识不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不均衡等问题。他认为，应把基层社
会治理与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
治理和源头治理统筹结合起来，构建
多元参与、协同共治、服务民生、依法
运行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

提升乡村基层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