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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刊政策 深读

医疗卫生人才“县管乡用”将统一制
定招聘计划，灵活设置招聘条件。基层岗
位招聘卫生技术人员时，要统筹考虑面向
社会招聘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
一定年限且符合招聘条件的在岗非在编
人员、牵头医院下沉基层且符合条件的人
员和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等多个层面，真
正发挥基层岗位引人、留人、育人作用。

基层岗位招聘一般仅设置专业、学
历、年龄等方面基本条件，招聘初级专
业技术人员一般为具有医药卫生类本

科及以上学历并具备执业医师资格，年
龄放宽至 40周岁。招聘中级专业技术
人员时年龄可放宽至45周岁，招聘高级
专业技术人员不受年龄限制（不包括60
岁以上返聘人员）。

基层岗位招聘人员即“县管乡用”
人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期间，
试用期满后直接聘用相应专业技术岗
位，其工资薪酬、福利待遇、社保缴纳等
享受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在编在
岗人员同等待遇保障政策。

“县管乡用”人员享受在编在岗人员同等待遇

充分发挥政策效应，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将过境免签政策内容
和相关要求纳入 12367移民事务服
务咨询电话业务解答范畴。制定政
策应知应会手册，做好专题培训工
作，熟练解读、应用政策，提升服务
能力。

优化服务保障能力，提升机场
口岸通关服务能力。完善升级查验
设备，提升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优
化预检预查工作，加快推进“无感通
关”建设，提高过境外籍人员通关效
率和行李验放速度。

围绕“食、住、行、游、购、娱、医”
等重点场景，持续完善“大额刷卡、
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支付服务体
系，方便入境外籍人员在豫消费。
发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境外来宾支
付服务中心暨支付服务示范区作
用，完善自动取款机支取人民币现
金、协助下载和开通移动支付、引导
货币兑换、受理支付咨询等服务。
推动重点火车站、商场、酒店、餐饮

店等支持境外银行卡刷卡、移动支
付和现金支付。

强化边检通关保障，健全 144
小时临时入境许可签发制度，各地
公安局出入境大厅要设立过境免签

“绿色”窗口，为免签入境外国人紧
急办理停留、证件报失等业务。加
强信息共享和协调配合，制订海关
业务运行保障方案，支持海关能力
提升。

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设立外籍
人员旅游咨询服务专区，为入境旅
客提供快捷服务。在机场综合交通
换乘中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旅游集
散中心，为国际出行旅客提供出入
境、旅游、交通等服务。

同时，依托 144 小时过境免签
政策，鼓励加密郑州至卢森堡、韩
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主要客源地 及 目 的 地 的 直 飞 航
班。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开通郑州
至北美、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国际
直飞航班。

无感通关、便捷支付、国际化消费场景

加码“144小时”政策
打造“city河南”之旅

随着郑州航空口岸实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
来到河南，感受中原大地的魅力。昨日，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印
发《河南省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工作方案》，从无感通关、便捷
支付、营造国际化消费场景、提供特色旅游线路等多方面，为外国友人打造一
场“city河南”之旅，为我省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充分发挥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
策效应，促进经贸文旅发展，深化国
际人文交流，助力我省建设跨境经
贸投资、国际旅游消费重要目的地。

支持郑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举办国际性消费活动，设立
离境退税街区、商店，打造城市时尚
消费圈，塑造国际化、高品质生活
圈。积极发展直播电商、即时零售
等新型消费平台，开展首店、首秀、
首发、首站等销售推广活动。建设
契合境外旅客消费理念的国际游客
体验中心和服务中心，培育一批与
国际接轨的高端品牌店。高标准打
造一批涉外重点餐饮酒店、商超、步
行街，推介一批必逛消费目的地、必
购特色商品，支持经营者开展前台
接待人员岗前培训，配备具备接待
服务外国人能力的人员，完善指引
牌、服务手册、菜单等外文标识，更
好满足入境游客消费需求。

加快郑州等入境游重点城市国
际旅游环境建设，完善外语服务解
说系统及标识体系等配套设施。
鼓励景区、景点及文博场所简化入
境游客预约流程，提供预约便利化
服务。

促进经贸文旅发展，支持各地
利用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豫开

展短期商务考察、项目洽谈等活
动。发挥政策优势，积极吸引各类
国际知名会议、高端论坛、专项会展
等落地我省，争取更多短期国际交
流活动在豫举办，进一步提升我省
国际化水平。

有针对性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鼓励引进境外知名文旅企业、战略
投资者参与我省文旅资源开发。强
化与航空公司、旅游服务平台、境外
旅行商等合作，推出针对性旅游产
品和优惠政策。围绕郑州、开封、洛
阳、安阳“四大古都”历史文化资源
推出特色旅游线路。聚焦少林、太
极、戏曲、茶道、汉服、美食等代表性
河南元素，加快布局一批文化创意
园区、美食休闲街区等文旅产品，推
出一批适合外籍商务、自由行游客
的深度游、个性游、小众游等特色文
旅产品。

同时，深化国际人文交流，用好
友城资源，深化与 144 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适用国家的友城合作，拓
展我省国际“朋友圈”。鼓励境外
知名媒体记者来豫采风，支持外
国学生、专家学者、青少年代表使
用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来豫短期
访问交流。
记者 袁帅

引人、留人、育人给编给待遇

试点基层人才“县管乡用”
郑州推动医疗资源下沉

多措并举加码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支持郑州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聘人难、留人难”
是长期以来困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一道
难题。为从源头破解
难题，市医改办、市编
办、市人社局、市财政
局联合出台新政：2024
年，郑州启动试点基层
医疗卫生人才“县管乡
用”，加快建立健全优
质高效的基层医疗服
务体系，高质量推进县
域医共体建设。

何为“县管乡用”？由县域医共
体统筹使用基层成员单位编制，在
牵头医院设置基层岗位（主要用于
临床医师岗位），统一进行招聘、培
训和人事管理，并统筹调派到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基层人员管理

使用模式。
实施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县管乡

用”，将有利于打破县域内医疗机构的
横向纵向壁垒，打通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的“最后一公里”，推动医务人员上下流
动、患者双向转诊。

新政将分两步走：2024 年启动试
点，完善编制动态调整、业务考核和激
励机制，探索建立岗位固定、人员流动、
服务持续的“县管乡用”基层人才柔性
流动管理机制。到2025年，在试点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并全面推开，引
导卫生专业人才向基层流动，破解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人才荒”难题，持续提升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群众享受到更
加优质高效的卫生健康服务。

按照计划，新政启动后，每个县
（市）至少选取 2~3家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改革试点。其中，每个县域医共
体至少选取 1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
展试点。

2025年破解基层医疗卫生“人才荒”

医共体内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包括
县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分
别核定，在不突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
制总量的情况下，由医共体统筹使用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编制。

今后，医共体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编制总量内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在医共
体牵头医院设置基层岗位，建立基层岗
位统筹管理机制。牵头医院提出基层

岗位总量及结构比例方案，由县级卫健
部门根据基层人员编制和岗位结构比
例标准，统筹确定牵头医院基层岗位总
量及结构比例，经审核备案后由医共体
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同时，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级
职称岗位比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
级专业技术岗位机构比例按照 16%。
其中，正高级岗位按照5%以内确定。

提高基层高级职称岗位比例

拓宽基层人员晋升通道，“县管乡
用”人员由医共体在基层成员单位范围
内统筹调配使用，在不同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时间累计计算。“县管乡用”人
员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岗服务满5年
后（医学规培不计入服务年限），根据个
人意愿、机构发展情况，可自愿报名参

加调回牵头医院的综合考核。医共体
根据考核结果，可择优选择一定比例人
员调回牵头医院工作，退出“县管乡用”
人员编制和基层岗位，按规定落实牵头
医院岗位及相关政策，符合条件的可按
规定办理牵头医院入编手续。
记者 王红

打通医疗资源下沉“最后一公里”

基层服务满5年符合条件可入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