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A6 特刊　責任編輯：陳華超　版面設計：陳漢才 2011年10月21日(星期五)

醫療衛生服務體系進一步健全
江蘇省圍繞建設城鄉15分鐘健康服務圈，從硬件和

軟件兩方面入手，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能力和水
平，凸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公益性質，保障城鄉居
民就近獲得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基本醫療衛生
服務，努力把一般疾病解決在基層。
大力實施農民健康工程，完善新農合制度，從2006

年起，江蘇在全國率先採取政府「買單」的方式，讓
廣大農村居民免費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過這幾
年的努力，江蘇省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已基本建
立。鞏固完善了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網絡，農村衛生整
體水平顯著提高，所有的行政村都擁有達標的村衛生
室。目前，全省參合人口4321萬人，人口參合率穩定
保持在95%以上。今年全省新農合最低籌資標準提高
到230元，其中各級政府補助不低於200元，平均籌資
水平達到268元，支付限額全部達到當地農民上年度
人均純收入的8倍以上。
全省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網絡基本完善，已建成社區

衛生服務中心540個，以街道為單位的社區衛生服務
中心覆蓋率達到99％以上，基本建成城市社區衛生服
務體系。95%的社區中心能夠提供「六位一體」的綜
合性衛生服務，全省城市社區衛生服務機構預防保健
服務量已佔當地服務總量的60%，門急診人次佔城市
居民就診總量的45%。
醫療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明顯增強。全省現有各類

醫療衛生機構13388個，病床總數25.15萬張。衛生人
力總量43.44萬人，其中：衛生技術人員30.65萬人，鄉
村醫生和衛生員數5.68萬人。平均每千人口擁有執業
醫師和執業助理醫師從2005年的1.50人增長到1.69人、
註冊護士從2005年的1.11人增長到1.50人，每千人口擁
有醫療機構床位從2005年的2.56張增長到3.38張。
基本藥物制度實現全覆蓋。到今年6月底，全省所

有政府辦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已全部實施國家基本藥物
制度，並全部配備使用和零差率銷售基本藥物，業務
量上升、均次費用下降、群眾負擔減輕。

江蘇中醫藥事業發展良好
在江蘇，伴隨㠥經濟、文化、社會發展水平的快速

提升，江蘇中醫藥事業也迎來了加快發展的又一個好
時期。江蘇中醫藥歷史底蘊深厚，歷代名醫輩出，學
術流派紛呈，其中吳門醫派和孟河醫派，這兩個享譽
全國的中醫學術流派，在我國中醫藥歷史上產生過深
遠的影響，為推動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的
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江蘇中醫藥在醫療、保健、教

育、科研、文化和國際交流等方面全面發展，取得了
顯著成就。
中醫藥資源總量持續增加。江蘇是全國較早實現

「縣縣建有中醫院」目標的省份之一，「七五」期
末，基本建立了與西醫醫院平行的中醫醫院。截至
2010年12月31日，全省共有中醫院（含中西醫結合醫
院）95家，其中，三級甲等中醫院（含中西醫結合醫
院）16家、二級甲等中醫院41家；總床位數25228張；
固定資產總值94.77億元；萬元以上專業設備總值29.77
億元。2010年，全省中醫、中西醫結合醫院門急診人
次2704萬；年出院人數78.93萬人；年業務收入
1025957.5萬元；病床使用率99.38%。全省基本形成了

以省、市、縣級中醫院和中醫專科醫院為主體，以綜
合醫院中醫科和基層醫療衛生機構中醫科為重要力
量，以中醫診所、門診部、中醫「坐堂醫」為補充，
以社區衛生服務站和村衛生室為網底，涵蓋預防、保
健、醫療、康復等功能的中醫藥服務體系，中醫藥服
務可及性明顯提高。
中醫藥服務水平大幅提升。針對省內經濟相對落後

地區中醫藥發展現狀，江蘇省從1997年開始實施了3
輪薄弱中醫院幫扶計劃，累計籌措幫扶資金9493.86萬
元，幫助薄弱中醫院在基礎建設、人才培養、服務能
力等方面取得了明顯改善。「十五」期間，全省共投
資20多億元，新建改建擴建近50萬平方米醫療業務用
房。「十一五」期間，僅被國家列入中央預算內投資
的基本建設項目總建築面積就近80萬平方米，總投資
達33.8億元。其中：江蘇省中醫院被確定為國家中醫
臨床研究基地建設單位，有14所地市級以上中醫醫院
被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列入重點中醫醫院建設項目，有
22所縣級中醫醫院被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列入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建設項目。通過上述
項目的實施，進一步加強全省中醫醫療機構內涵建
設，顯著提升中醫藥服務能力。
中醫藥發展後勁日益增強。全省共有全國示範中醫

醫院8家、全國中醫醫院信息化示範單位3家、國家中
藥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中心2家。已建成全國
重點中醫臨床專科19個、全國農村中醫工作先進單位

地市級1個、縣（市）級15個、全國中醫藥特色社區
衛生服務示範區（先進單位）7個，國家重點研究室5
個。2010年全省中醫單位獲廳局級以上課題224項，
其中973項目2項、國家自然基金項目34項；發明專利
78項；廳局級以上科技成果獎51項。有107名老中醫
和173名繼承人參加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
承工作，16人獲得「國家優秀中醫臨床人才」稱號，
自1977年以來，先後四次共評出省級名中醫（名中西
醫結合專家）432名。在全國30名國醫大師中有9名出
自江蘇。
中醫藥文化日益繁榮。在總結積累多年中醫藥文化

建設工作經驗的基礎上，江蘇省認真探索研究中醫藥

文化建設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徑、新平台，逐步建立
起中醫藥文化建設工作的長效機制。啟動了省中醫藥
文化宣傳教育基地建設工作，已有6家單位被確定為
建設單位。
積極開展中醫醫院中醫藥文化建設，有4家單位被

確定為全國中醫醫院中醫藥文化建設試點單位。建立
了江蘇省中醫藥局網站和中醫藥信息報送平台，為促
進行業內外交流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成功舉辦了以
「中醫中藥中國行」江蘇省大型科普宣傳活動為主要
代表的一系列中醫藥文化宣傳、知識普及和健康服務
活動，加強與新聞媒體的溝通協作，加大重大事件和
典型事跡的宣傳報道力度，增強了行業凝聚力，擴大
了中醫藥的社會影響。進一步加強文化交流，推動江
蘇中醫藥走向世界。
江蘇中醫藥將堅持以滿足人民群眾中醫藥服務需

求、保障人民健康為宗旨，通過5年左右的努力，推
動全省中醫藥服務體系不斷完善，特色優勢進一步發
揮；中醫藥學術理論繁榮發展，科研創新能力進一步
增強；人才隊伍結構逐步優化，人員素質進一步提
高；傳統醫學文化得到充分保護，江蘇中醫藥文化進
一步弘揚；中醫藥規模繼續擴大，效益不斷提高，在
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進一步增強，使江蘇省成為全
國重要的中醫藥臨床研究基地、中醫藥科研教育基
地、中藥生產基地，逐步實現由中醫藥大省向中醫藥
強省轉變的戰略目標。

蘇港澳中醫藥
合作前景廣闊

中醫藥，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傑出代表，中華民
族智慧的結晶，在厚重歷史的浸潤中，散發㠥濃郁
的芳香，幾千年來，默默地守護㠥人們的健康，為
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使中
國人民世代受益。現如今，中醫藥以良好的療效、
獨特的預防保健作用、相對低廉的服務價格，依然
深受廣大群眾的信賴和歡迎。
共通的中華文化傳統，使得江蘇與港澳在中醫藥

方面既有很多共同點，中醫藥在港澳門也很受歡
迎，成為民間保健的一個重要形式。江蘇與港澳在
中醫藥發展上各有優勢。中醫藥在香港和澳門有良
好的群眾基礎和廣闊的市場，港澳政府也一直致力
推行預防疾病，醫療及康復等中醫藥服務，積極推
廣中醫藥，加強國際合作。
江蘇與港澳在中醫藥方面的互補性也很強。江蘇

省政府今年7月28日在香港舉辦的「蘇港現代服務
業推介會」上，江蘇省衛生廳郭興華廳長在香港與
香港註冊中醫學會馮玖會長共同簽署《蘇港中醫藥
服務合作備忘錄》，進一步貫徹落實《國家中醫藥
管理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食物及衛生局關於中
醫藥領域的合作協議》，密切江蘇省和香港在中醫
藥領域的相互合作，促進兩地中醫藥事業共同發
展。
澳門的商貿平台優勢有助加快江蘇的中醫藥產品

打入葡語國家和歐盟等海外市場，同時葡語國家、
歐盟等海外藥廠也可借助澳門平台走入江蘇市場。

和 諧 江 蘇 魅 力 中 醫

江蘇由中醫藥大省

江蘇省衛生系統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大

力發展農村衛生、社區衛生、公共衛生，穩步

推進中醫藥、衛生監督、衛生科技人才建設和

衛生行風建設，努力改善醫療衛生服務，不斷

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全省衛生事業獲得了

長足的發展。全省居民人均期望壽命從2005年

的74.13歲提高到目前的75.32歲，孕產婦死亡率

從2005年的18.56/10萬下降到7.02/10萬，嬰兒死

亡率從2005年的6.69‰下降到4.43‰，主要健康

指標均居全國前列，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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