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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视 点

1.1万多家公立医院如何强化公益导向？
———“深化医改新观察”系列报道之二

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的主体， 是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的重要力量。 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
公立医院改革， 是深化医改各项任务
的重中之重。

我国 1.1 万多家公立医院如何彰
显公益性？ 公立医院改革怎样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 “新华视点 ”
记者进行了调研。

让患者 “看得起病”
降低老百姓看病的成本 、 让更多

患者 “看得起病 ”， 是彰显公立医院
公益性的基础。

今年 1 至 9 月 ， 我国医疗卫生机
构总诊疗人次达到 51.1 亿 ， 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12.4%。 年诊疗量占全国
医院 80%以上的公立医院 ， 如何更好
满足百姓就医需求？

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 解决过度
诊疗、 超标收费等问题， 有关部门不
断 “出招” ———

各省份全面建立并运行医疗服务
价格动态调整机制； 《全国医疗服务
项目技术规范 （2023 年版 ） 》 出台 ，
促进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行为的监督
与管理 ； 持续开展药品耗材集中采
购 ， 9 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覆盖药品平均降价超 50%。

福建省三明市强化 “三 医 ” 协
同， 持续挤压药品耗材虚高价格 ， 11
次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 ； 湖南省湘
潭市通过医疗服务价格调整 ， 到今年
8 月公立医院医疗服务收入占比提高
到 35.03%……一些地方在动态调价基
础上逐步理顺医疗服务比价关系 ， 合
理体现公立医院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

价值， 也给患者带来了更多实惠。
下一步 ， 如何进一步强化公立医

院公益性导向？
“我们将督促指导各地因地制宜地

推广三明医改经验， 动态调整医疗服
务价格， 特别是优先调整治疗、 护理、
手术等体现技术劳务价值的价格项
目。”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副司
长薛海宁说， 还要发挥医保支付对医
疗服务行为的激励约束作用 ， 支持公
立医院通过提升技术服务获得合理收
入。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六部门联
合印发的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任务 》， 我国
要在对 5 个试点城市医疗服务价格改
革情况开展评估总结推广基础上 ， 启
动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省级试点 ； 同
时， 继续组织做好二级及以上公立医
院绩效考核， 引导公立医院坚持公益
性、 落实功能定位。

让患者享有更多优质医
疗资源

全国万余家公立医院中 ， 大城市
的三甲公立医院常常 “一号难求 ” 。
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较少、 区域分布不
均， 这个难题如何破解？

建设国家医学中心 、 国家级和省
级区域医疗中心， 科学合理网格化布
局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让拥有人
才、 技术和设备等优势资源的三甲公
立医院， 提供更多的公益性服务 ， 努
力实现 “大病重病在本省就能解决 ，
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 头疼脑热在乡
镇、 村里解决”。

得益于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 截至
2020 年底， 河南省到北京儿童医院就诊
的门诊儿童人数下降 63.1%， 住院人数
下降 51.3%。 通过专家支援、 技术平移、
同质化管理等举措补齐地方诊疗短板 ，

群众跨区域就医难题正在逐步缓解。
面对大量疑难罕见疾病 、 急危重

症的诊疗诉求， 公立医院必须在提升
诊疗能力上 “下苦功”。

除了每周四 “雷打不动 ” 的罕见
病多学科会诊以外， 北京协和医院今
年新设立罕见病联合门诊， 每天十来
个专业 “组团式” 出诊， 让患者平均
确诊时间从以往的 4 年缩短至不到 4
周 。 为了让更多患者享受优质医疗资
源， 医院还不断优化日间手术流程。

“以往一两个小时的全麻肺结节
切除手术 ， 现在只要半小时左右 。 ”
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主任李单青说 ，
对于高风险的胸外科手术 ， 开展日间
手术对手术技术、 麻醉手术室配合等
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却能给予患者
创伤小、 功能损失小、 风险小的治疗
体验。

发展临床重点专科 ， 集中力量开
展疑难危重症诊断治疗技术攻关 ， 推
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服务深度融
合……当前 ， 许多公立医院正从人
才、 技术、 学科、 管理等多方面发力
提升诊疗水平， 以期造福更多患者。

“我们要继续做公立医院排头兵 ，
做国家医改的主动参与者和坚定执
行者 ， 肩负起推动医学发展和技术
进步的社会责任 ， 始终坚持 ‘以人
民为中心 、 一切为了患者 ’ 的办院
方向 ， 维护人民群众全方位 、 全生
命周期的健康 。”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
张抒扬说。

不断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坚持公益性 ， 还要不断改善患者

就医体验。
挂号付费时间长 、 候诊时间长 、

检查预约时间长 、 看诊时间 短———
“三长一短 ” ， 曾长期是群众就医的
“槽点”。 如何才能让患者 “不堵心”？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实施全
门诊 、 全时段 、 全号源预约诊疗管
理 ， 四川多地试点 “一次挂号管三
天 ”， 江苏多家公立医院实现影像检
查后数据资料 12 小时内 “云端 ” 共
享……在深化医改过程中 ， 多地公立
医院推进预约诊疗 、 改进就医流程 ，
努力提升群众就医满意度。

发展互联网诊疗 、 建 设 智 慧 医
院， 大大提升了公立医院惠民服务的
能力。

在广东省中医院 ， “智慧药房 ”
为患者省去了排队缴费 、 等待煎药的
麻烦 。 院长张忠德介绍 ， 每天 5000
多名患者享受中药代煎配送服务 ， 在
广州市内可实现上午处方当日送达 ，
患者取药更便捷。

截至 2022 年底， 全国二级及以上
公立医院中 ， 88.2%参与同级检查结
果互认 ， 92.2%开展优质护理服务 。
今年以来， 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
医药局组织开展 “改善就医感受提升
患者体验主题活动” “全面提升医疗
质量行动” “进一步改善护理服务行
动 ”。 目前 ， 超过八成二级及以上公
立医院开展了预约诊疗服务 ， 公立医
院医疗服务持续提质增效。

开展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信息互通
共享三年攻坚行动， 推进智慧医院建
设与分级评价工作…… 《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 2023 年下半年重点工作
任务》 再作部署。

“推动公立医院改革和高质量发
展， 最终目标是解决群众就医的 ‘急
难愁盼’。” 薛海宁表示 ， 国家卫生健
康委将继续推动公立医院为群众提供
流程更连续、 服务更高效 、 环境更舒
适、 态度更体贴的卫生健康服务。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新华视点” 记者 田晓航

黄 筱 袁 全）

安徽：“智能升级”撬动家电产业增长新动力
配有显示屏可以看着视频学做菜

的燃气灶 ， 既能紫外线除菌又能轻柔
烘干的衣物护理机 ， 装着摄像头随时
纠正跑步姿势的跑步机……在家电产
业大省安徽 ， 越来越多智能家电 、 智
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 ， 成为撬动产业
链增长的新动力。

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统计显示，
截至目前 ， 安徽家电产业已拥有智能
家电 （居 ） 产品 230 余款 、 家电新产
品近 900 个； 今年 1 月至 9 月， 全省家
电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389.1 亿元 、 同
比增长 5.1%。

家电产业是合肥首个迈入千亿元
产值的产业 。 在合肥视源领行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 常见的燃气灶 、 冰箱 、
跑步机、 衣柜等家电 、 家居产品纷纷
搭载了新功能 。 “比如这台燃气灶 ，
加装显示屏后， 可以一边投屏看视频，

一边做菜 ， 而衣物护理机既是衣柜 ，
还能除菌、 除湿、 烘干、 熏香。” 视源
股份生活电器事业群总裁王琪峰说。

“智能家电行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
阔， 不仅消费市场潜力大 ， 也为智能
算法、 声学 、 热学等领域的技术进步
和供应链增长提供了更大空间 ， 我们
有信心取得更大的业绩和进步。” 王琪
峰说。

智能家电 （居 ） 产业是安徽十大
新兴产业之一 。 2022 年 ， 安徽冰箱 、
洗衣机、 空调 、 彩电 “四大件 ” 产量
达 8896.2 万台， 全国每三台冰箱 、 每
四台洗衣机 、 每五台空调就有一台
“安徽造”， 形成了以合肥 、 芜湖 、 滁
州为主体的产业集群。

在芜湖美的厨卫电器制造有限公
司， 直播基地滚动发布上新链接 ， 占
据一整面墙的大屏幕上 ， 订单 、 生产

等数据实时刷新。
芜湖市提出， 力争到 2025 年， 全

市智能家电 （居 ） 产业总产值突破
2000 亿元 ， 培育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
亿元企业 5 家以上。

近年来 ， 安徽不断加强产业链招
商引资力度， 2022 年， 安徽家电产业
新增亿元以上项目 321 个 ， 飞利浦智
能空调、 格力智能产业园 、 创维产业
园、 美的华东研发中心等一批重大项
目落地。 今年 1 月至 10 月， 全省家电
产业新增招引项目 319 个 ， 投资额
985.9 亿元。

“聪明” 的产品离不开智能制造的
支撑。 “家电产业是制造业 ‘互联网+’
的主战场， 美的洗衣机合肥工厂、 合肥
海尔卡奥斯智控互联工厂入选全球 ‘灯
塔工厂’， 同时， 我们还积极引导企业
应用 ‘5G+工业互联网’ 推动数字化转

型、 智能化改造， 形成一批 ‘5G+工业
互联网’ 应用场景试点示范。” 安徽省
经信厅一级巡视员柯文斌说。

记者了解到 ， 为补齐小家电产业
“短板”， 今年上半年编制的 《安徽省
小家电 “一链一策” 实施方案》 提出，
重点发展厨卫清洁 、 智能穿戴 、 适老
护幼三类基础较好的小家电产品 ， 拓
展个护美健 、 视听娱乐 、 智能安防 、
开关照明 、 服务机器人等五类具有发
展潜力的小家电新品。

柯文斌表示 ， 下一步 ， 安徽还将
出台实施方案 ， 加快推进智能家电
（居 ） 产业高质量发展 ， 力争到 2025
年， 形成产业布局趋于完善 、 创新能
力显著增强 、 现代化产业体系完整构
建的世界级智能家电 （居） 产业集群。

（新华社合肥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马姝瑞）

中 非 农 业 合 作 论 坛
嘉宾参观现代农业基地

11 月 14 日， 参加中非农业
合作论坛的嘉宾在海南省三亚市
海棠湾水稻国家公园参观。

当日， 参加中非农业合作论
坛的嘉宾来到海南省三亚市的现
代农业基地走访参观， 了解中国
现代农业发展情况。

主题为“粮安非洲， 谱写中
非农业合作新篇章” 的第二届中
非农业合作论坛于 11 月 13 日到
15 日在海南三亚举行。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高盛、 瑞银发布报告
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任 军） 高盛、 瑞银等外资金融机构
近日发布各自对 2024 中国经济展望的
报告， 预测 2024 年中国经济有望持续
回升向好， 从三驾马车来看， 消费保
持复苏、 投资持续加码、 出口得到改
善。

消费方面， 高盛 《2024 中国宏观
经济展望》 报告认为， 2024 年中国消
费端或将延续 2023 年的恢复势头。 高
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表示， 2023
年消费增长迅速， 是拉动中国经济增
长的重要动力。

瑞银 《2024 年—2025 年中国经济
展望》 报告认为， 2024 年中国消费和
服务业将延续疫情后的复苏趋势 。 今
年前 9 个月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 5.9%， 好于 2022
年全年的 2.9%。 预计 2024 年居民实际
收入将继续好转， 推动消费增长。

投资方面 ， 高盛认为 ， 在财政 、
货币政策支持下， 2024 年中国制造业
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加快。 瑞银
认为， 新能源投资、 防洪防涝等水利
相关工程、 城市群交通网络、 公用事
业和公共设施领域的增长潜力较大 。
在制造业中， 与绿色转型相关的投资
或将保持强劲势头， 科技供应链相关
的投资也有望得到改善。

闪辉还表示， 高盛对 2024 年全球
经济增长较为乐观， 认为外需提振将
利好中国出口。 预计 2024 年中国出口
额或将趋于稳定， 出口数量呈现恢复
性增长。

我国在 15个城市启动首批公共
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严赋憬 张辛欣） 工业和信息化部 14
日发布消息， 工业和信息化部、 交通
运输部等 8 部门已印发 《关于启动第
一批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
试点的通知》， 确定北京等 15 个城市
为此次试点城市。

通知提出， 鼓励探索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为新能源
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通
知明确车辆电动化水平大幅提高、 充
换电服务体系保障有力、 新技术新模
式创新应用 3 个主要目标， 以及提升
车辆电动化水平、 促进新技术创新应
用、 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 健全政策

和管理制度 4 方面重点任务。
根据通知预期目标， 新能源汽车

推广将聚焦公务用车 、 城市公交车 、
环卫车、 出租车、 邮政快递车、 城市
物流配送车、 机场用车、 特定场景重
型货车等领域， 推广数量预计超过 60
万辆； 充换电基础设施方面， 将建成
超过 70 万台充电桩和 0.78 万座换电
站； 新技术新模式发展将取得积极成
效， 智能有序充电、 大功率充电、 换
电等加快应用， V2G、 光储充放等车
网融合技术示范效果良好， 智能网联
汽车技术有提升且示范规模逐步扩大，
新能源汽车碳交易、 绿色电力交易实
现新突破， 关键零部件国产化率逐步
提升并实现上车应用。

国内最大纵坡双幅转体梁成功转体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樊 曦） 记者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
司了解到， 14 日， 由中铁二十四局承
建的福建龙岩市工业东路延伸段跨铁
路立交桥转体梁成功实现空中转体 ，
顺利跨越 3 条铁路既有线。 该桥转体
梁重达 2.2 万吨 ， 为国内最大纵坡双
幅转体梁。

据中铁二十四局项目负责人田策
策介绍， 龙岩市工业东路延伸段跨铁
路立交桥工程位于龙岩市新罗区， 其
转体梁长 140 米， 分左右双幅同时转
体。 转体梁上跨漳龙线等 3 条运营中
的铁路货运线， 两端高差较大， 设计
采用纵坡 （纵向倾斜度） 为 6%的连续

梁施工， 距离最近的铁路线垂直距离
仅有 5.9 米 ， 安全风险高 ， 施工难度
大。

施工中 ， 项目团队采用 “基于
BIM 的桥梁转体过程智能化实时可视
监控系统”， 实现桥梁转体过程关键参
数的自动采集 、 传输 、 处理及预警 ，
大大提高监测效率和质量， 确保转体
施工安全。

龙岩市工业东路延伸段跨铁路立
交桥工程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龙岩
市交通网， 打通连接厦蓉高速龙岩东
联络线的快速通道， 对于便利沿线居
民出行， 推动龙岩市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苏皖电网跨省互联
助力长三角电力一体化

新华社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沈汝发）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与安徽
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交界， 经过两地电
力部门协作， 近期实现了电网跨省互
联， 打破了跨省互供限制， 意味着长
三角电力一体化进入新阶段。

据国网南京供电公司介绍， 江宁
区南部片区主要由 35 千伏龙溪线和
35 千伏禄横线串供丹阳、 横溪、 铜山
3 座变电站供电 ， 两条线路迎峰度夏
期间均超重载运行， 电网结构较为薄
弱。

为解决区域电网的 “卡脖子” 问
题， 国网南京市江宁区供电公司对接
江宁区、 博望区有关部门， 协同建设
电网跨省互联工程 ， 2023 年 5 月 25
日， 南京江宁 10 千伏丹阳线与马鞍山

博望 10 千伏集镇线联络工程顺利投
运。

记者采访了解到， 江宁供电部门
与博望供电部门调度人员联动后， 安
徽的电能便源源不断地汇入江苏电网。
截至目前， 已实现转供 7500 千瓦时，
有效优化了江宁电网结构， 增强了供
电能力， 提高了运行可靠性。

“电力是重要的民生资源， 供电部
门将不断探索毗邻区跨省 ‘互联互通、
互济互保、 互供互备’ 模式， 全力保
障电力供应安全。” 国网南京市江宁区
供电公司副总经理王树彪说， 供电部
门将持续提升省际配电网的电能资源
优化和区域供电可靠性， 在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战略中， 展现供电企业的担
当作为。

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
Ⅰ期开发项目投产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记者
戴小河） 中国海油 14 日宣布 ， 我国
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 19-
6 气田Ⅰ期开发项目成功投产， 标志
着我国海上深层复杂潜山油气藏开
发迈入新阶段。

渤中 19-6 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
域 ， 区域平均水深约 20 米 ， 目前已
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 2000 亿立方
米 、 探明凝析油地质储量超 2 亿立
方米 ， 是我国东部第一个大型 、 整
装的千亿方大气田 。 该项目主要生
产设施包括新建 1 座中心处理平台 、
3 座无人井口平台和 1 座天然气处理
终端 ， 计划投产开发井 65 口 ， 高峰
日产油气超 5000 吨油当量。

“作为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
建设重点项目， 渤中 19-6 气田的正
式投产 ， 对后续深层油田的安全高
效开发具有良好的实践意义 ， 将为
渤海油田 2025 年实现上产 4000 万吨
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 进一步推动当
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 中国海油天津
分公司总经理阎洪涛说。

阎洪涛说， 凝析气是石油在高温
高压条件下溶解在天然气中形成的
混合物 ， 一旦开采 ， 又会因为外部
条件改变逆凝结为轻质油， 对气田的
开发生产带来挑战。 渤中 19-6 气田
的凝析气埋藏在深度超 5000 米的潜
山储层， 储层裂缝像蜘蛛网一样密集
交织， 气藏分布广阔但类型复杂， 油
气开发面对的地层比铜金属还要硬 ，
设计超过 6000 米的超深 井多达 17
口， 井下最高温度达到 204℃。

渤中 19-6 气田Ⅰ期开发项目完
全由我国自主设计、 建造、 安装及生
产运营， 可实现超高压循环注气、 油
气综合处理、 绿色岸电、 中控远程操
控等先进功能， 多项技术突破填补了
国内海上油气田开发技术空白。

中国海油总裁周心怀表示， 该项
目是渤海湾依托渤中—垦利油田群
岸电项目投产的首个千亿方凝析气
田 ， 将为京津冀及环渤海地区提供
更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供应 ， 并有
力促进中国海油的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

我国 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惠及非洲 100多万小农户
新华社三亚 11 月 14 日电（记者

陈凯姿 罗 江）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
健 14 日在三亚举行的第二届中非农业
合作论坛上表示，十年来，我国已在非
洲建成 24 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推广
了玉米密植、蔬菜设施栽培、木薯快速
繁育等 300 多项先进适用技术，带动当

地农作物平均增产 30%至 60%，100 多
万非洲国家的小农户从中受益。

唐仁健还表示，中非农业合作十年
来，我国与 19 个非洲国家及非盟、非洲
绿色革命联盟先后签署 34 份农业合作
文件，围绕粮食安全、减贫、农业应对气
候变化等议题持续开展对话交流。 此

外， 农业农村部向非洲派出农业专家
400 多人次， 并为非方累计培训管理及
技术人员超过 1 万人次。

据了解，为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我
国将重点开展非洲粮食作物产能提升行
动、推行农业科技创新合作计划、实施减
贫惠农示范项目。唐仁健说，我国接下来

计划帮助非洲国家推广良种良法、 提高
机械化水平， 加快提升主要粮食作物单
产。 同时，成立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此外，我国还将
向非洲派遣更多农业专家， 支持非洲国
家实施 “特色农产品绿色发展全球行
动”，带动更多农民减贫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