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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十四五 再出发再出发
聚焦2021河南两会·热话题

建议：
提升健康产业
科技竞争力

聚焦我省卫生健康领域
存在的短板弱项，省政协委员
黄红霞建议，深入实施好健康
中原行动及 15个专项行动，
不断提高人民身心健康素质。

黄红霞认为，应深入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推动工作内容从
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
管理转变，完善健康促进政策，
健全健康教育制度，推进健康城
市和“健康细胞”建设；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和医务人员、卫生健康
行业学会协会、新闻媒体要大力
开展健康教育、健康科普活动；
家庭和个人要践行“健康第一责
任人”的理念，形成文明健康绿
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针对健康产业发展，黄红
霞建议，坚持创新驱动发展，
完善生命健康科技创新政策
环境，加大生命健康领域科技
投入，加快关键技术和创新产品
研发应用，深化健康产业跨界
融合，改造升级传统业态，壮大
新业态，提高健康产业集聚效
应和辐射能力；着力实施优质
医疗健康资源扩容、“互联网+
医疗健康”提升、中医药健康服
务提质、健康产业科技创新等
系列重点工程，进一步扩大优
质医疗健康资源覆盖范围，提
升健康产业科技竞争力，使健
康产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

省政协委员建言百姓健康那些事

让心理健康网络覆盖城乡

建议：
把大健康
融入医保政策

医改是维护人民群众
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民心
工程，“医防融合”是我国深
化医改的一条重要线索。

“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
的发展，慢性病患病率逐年
增高。目前医保政策与健
康需求不适应，医保基金使
用不规范、不合理甚至是浪
费的情况依然存在，加之人
口老龄化明显加剧，诸多因
素使得目前医保基金明显
不足。”省政协委员母心灵
认为，通过完善医保政策，
把健康战略关口前移，既
能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又
能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生
活质量。

母心灵建议，把大健康
融入医保政策。完善医保
制度，使医保基金在满足治
病的同时，向预防、保健倾
斜；提高信息化手段，加强
医保基金监管，规范医保基
金使用行为，确保医保基金
安全有效运行；建立完善的
考评机制，促进以治疗为中
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
遵循循序渐进、因地制宜的
原则，把健康体检、预防保
健等纳入医保，提高人民群
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
“治病钱”“救命钱”。确保
医保基金安全是维护医疗
保障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物质基础。

围绕保障我省医保基
金安全，省政协委员李新中
建议，加快推进以区域点数
法总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
付费为重点的医保支付方
式改革，对紧密型医共体和
医疗集团实行医保基金总
额预算管理，建立结余留
用、合理超支分担的激励约
束机制。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国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中提出，“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
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

今年省两会期间，“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成为省政协委员关
注的焦点话题。委员们从推进医防深度融合、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提升
健康产业科技竞争力、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设等多角度积极建
言，助推健康中原建设。郑报全媒体记者 武建玲 赵文静

建议：
建好“百姓家门口的
医院”

“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看
到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关口’作
用，但也暴露出了基层医疗机构
人员缺乏、配置不足及医疗卫生
信息化建设落后等短板与欠
缺。”省政协委员苏梅茹最关注
的是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建
设，在会前做了大量调研工作。

在苏梅茹看来，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应医疗与公共卫生职
能并重，充分发挥疫情防控“网
底”作用，承担起联防联控、群
防群控、严防严控的责任。

“我们要加强医联体建设
和发展，建设好‘百姓家门口的
医院’，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居民健康守门人能力。”苏梅茹
建议，鼓励核心单位的医务人员
下基层指导工作，充分借助医联
体牵头医院和疾控中心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指导作用，加强
疫情防控和院感防护人员培训，
充分利用医联体内远程视频会
诊等开展医疗处置工作，提高基
层疫情防控和应急能力。

苏梅茹认为，应建立区域
内医疗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乡
镇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一体
化的、互联互通的基层医疗卫生
信息管理平台，促使相关信息能
够迅速上传、反馈；应加强基层
专科医师、全科医师、公共卫生
医师的应急规范化培训和心理
疏导；要切实落实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防疫体系的各种保障措施，
建立专项资金用于引进和留住
基层人才，尤其是公卫预防专业
人才，实施灵活的人事管理权、
绩效分配权和薪酬发放权。

建议：
完善社区心理服务体系

社区是社会组成的基本细
胞，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聚
集地，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水平直接
关系到辖区居民的心理健康水
平。2018年11月19日，国家卫生
健康委、教育部等 10部委联合印
发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全国各地搭
建好基层心理服务平台，完善社区
心理服务体系，到 2021年底试点
地区逐步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河南省22部门也联合印发
了《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实施
意见》，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省
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健全，
心理健康网络覆盖城乡。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有效促
进了我省社区综合治理工作的发
展，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提
供了依据。但政策的落实过程中，
依然存在较多问题。”省政协委员冯
国鑫建议，将社区心理健康服务纳
入社区日常工作中，相关职能部门
制定有效的监督管理办法。“对存在
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的，社区应单
独设立追踪档案，把精神心理疾病
发病状况及居民心理健康素养水平
监测纳入卫生健康监测体系。”

他建议，相关部门通过设立专
项资金、政府购买服务、社区居民自
主付费等多种方式，引入社会资本
入驻社区开展心理健康服务工作，
充足和完善我省社区心理健康服务
建设；设立县（乡）级心理健康辅导
中心，社区（村）设立心理咨询室，配
备完善的心理健康服务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