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刘涛）近年来，省委、
省政府先后将免费产前筛查和诊断、免
费婚前医学检查、贫困县农村妇女“两
癌”检查列入省政府民生实事之中。实
施几年来，这三件民生实事得到越来越
多群众的好评，更多家庭直接获益。

实施免费产前筛查和诊断项目，有效
防范出生缺陷。2017年，此项工作被列入
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到2020年底，全省共
累计完成产前筛查 109.6961万人，筛查出
高风险孕妇 7.8352万人，高风险率平均为
7.14%；高风险孕妇的转诊率和产前诊断率
逐年快速提高，转诊率由2017年的78.52%
提高到 2020 年的 94.8%，产前诊断率由
2017 年 的 53.61%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86.81%。全省共确诊项目内出生缺陷1156
人，均及时干预，阻断出生缺陷的作用和效
果日益突出，对降低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施免费婚前医学检查项目，持续
提升婚姻质量。2020 年，此项工作被列
入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重点检查严重
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精神疾病三种
疾 病 。 2020 年 全 省 结 婚 登 记 人 数
18.9441万对，共完成免费婚检 13.7651万
对，婚检率由实施前的 5.46%大幅度提升
到 2020 年 的 72.66% ，疾 病 检 出 率 为
14.58%，均及时给予规范指导、转诊治疗
和医学建议等。通过持续不断宣传和健
康教育，广大群众自觉参与免费婚检的
意识逐步增强，满意度和获得感进一步
提高。

实施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有

力构建贫困地区妇女健康屏障。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省共完成农村妇女宫颈癌
检查 549.5 万人，乳腺癌检查 236.9 万人。
2017 年，我省将贫困县农村妇女“两癌”
检查列为民生实事项目。目前，共完成
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 166.9万人，乳腺癌
检查 167.4万人，对检出有病变的均实施
了早期干预和治疗，提高了广大妇女的
健康水平。

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166.9万人

产前诊断率提高至8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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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十一

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本报讯（记者 刘涛）8月 31日上午，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山西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十
一场发布会上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省全面部署实施中医药强省战略，先后
启动实施中医药医疗服务能力加强、中
医药健康服务业拓展、中医药人才培养、
中药工业现代化、中药材生产和质量提
升、中药资源保护利用、中医药科技创新
七大工程，全省中医药事业取得突破性
进展，人民群众看中医、用中药的便利
性、获得感大幅提高。

发挥优势，打造品牌。我省是中医
药大省，省内分布中药材品种达 1788

种。远志、连翘、黄芩、柴胡的年产量分
别约占全国的 70%、50%、40%、25%。2017
年，我省评选公布了广誉远的龟龄集、定
坤丹等 20种“山西名药”（传统中成药），
2020 年，遴选出黄芪、党参、连翘、远志、
黄芩、柴胡、苦参、酸枣仁、桃仁、山楂等
药材，打造“十大晋药”品牌。同时，积极
推进中药材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和
山西高质量转型发展，全省中药材种植
覆盖全省 90%的贫困县，贫困县中药材种
植总面积占全省的 70%左右。

提升能力，服务人民。4所省级三级
甲等中医医院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工程项目库。山西省中医院、山西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分别获批国家中医疫病防
治基地、国家中医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省
级中医重点专科增至189个。全省三级中
医院达到 15 所，二甲中医院达到 65 所。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山西医院成功
入选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中医
药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吕景山、王
世民入选第二届、第三届国医大师，王晞
星、孙郁芝、贾六金入选首批全国名中
医。李晶入选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教学
名师”。于载畿、王学诗获全国中医药杰
出贡献奖。郝旭亮、贺文彬入选国家青年
岐黄学者支持人选。评选出228名山西省
名中医，市、县级名中医1000余人。

本报讯（记者 刘
涛）8 月 31 日上午，记者
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山西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十一场发布会上获
悉，我省全面推进新冠
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目
前 已 接 种 5040.9 万 剂
次，在全省初步建立预
防新冠肺炎的免疫屏
障。

我省常态化疫情防
控工作见到成效。圆满
完成 75架次经停太原国
际航班共 13080 人的隔
离诊疗和隔离医学观察
任务，累计发现境外输入
确诊病例 121例，未发生
境外输入关联疫情。扎
实做好中高风险区入晋
返晋人员排查管控，有效
防止了省外新冠疫情输
入。扎实做好进口冷链
食品总仓管理和检测消
杀工作，有效防止新冠疫
情经冷链传入。

在有效防控新冠疫
情的同时，我省统筹做
好其他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全省法定传染病发
病人数较 2012 年下降
36.66% ，发 病 率 下 降
38.97% ，死亡人数下降
17.54% ，死 亡 率 下 降
20.55% 。 先 后 快 速 有
效、规范处置除新冠肺
炎外其他传染病聚集性
疫情 80 起，均未造成扩
散蔓延。如期实现了消
除疟疾目标，继续保持
人间鼠疫零报告。免疫
规划疫苗报告接种率保
持在 90%以上，结核病
规范管理率达 98.2%，肺
结核患者发现率控制在
35/10 万以内，艾滋病治
疗比例达到 91.2%，治疗
成功率达到 96%。

本报讯（记者 刘涛）8 月 31 日上
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山西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十一场发布会上获悉，我省两所医院
被列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第二批试
点。

2019年 8月，省政府与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签署山西白求
恩医院全面托管共建协议，山西白求恩
医院被列入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试点。近两年来，山西白求恩医院在华
中大同济医院的托管帮扶下，不断取得
新进展和新突破，如建立以岗位价值体
现为主，重临床、重首创、重实绩的薪酬
分配制度，2020 年绩效奖金总额同比增
长 29.66%；打破科室主任终身制，竞选正
副主任和正副护士长 203名；同济医院 10
名常驻专家和 200 余名短驻专家来院工
作等。

今年，省政府又与中国医学科学

院肿瘤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分别签署协议，合作共建山西省肿
瘤医院、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这
是继山西白求恩医院之后，我省又有
两所医院被列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试点。今后，我省将持续推动以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为龙头的公立医院高
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医学科研能力和
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
需求。

全省新冠病毒
疫苗接种

5040.9万剂次

我省中药材品种达1788种

百姓看中医用中药更便利

落实民生实事 保障妇幼健康

我省又有两所医院被列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试点

婚检率提升至72.66%

本报讯（记者 刘涛）8 月 31 日上
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山西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系列新闻发布会的第十一
场发布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卫生
健康系统以党的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
作方针为指引，努力探索卫生健康改革
发展“山西路径”，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
和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全省卫生健康事
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全省每千人口床位数增
至6.4张

全省医疗卫生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坚持一手抓医疗高峰建设、一手抓基层
网底巩固，构建起横向到边百花齐放、
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全省医疗卫生服
务新格局，整体提升全省医疗卫生服务
水平。启动实施“百千万卫生人才培养
工程”“基层卫生人才能力提升项目”

“四个一批”科技兴医创新计划和百名
博士引进计划，近 5年，累计培训各类卫
生技术人员、住院医师和全科医师 25万
余人次，柔性引进院士专家 30名。持续
推进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全省每千人口

床位和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由 2012 年
的 4.58张、2.42人增加至 6.4张、3.12人，
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全省医疗卫
生服务能力和水平稳步提升。

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
和医用耗材加成

在全国率先实施县域医疗卫生一体
化改革，117个县级医疗集团全部实行“六
统一”管理，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
的“山西路径”越走越宽广，全省人民群众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均等化、同质化、一
体化的卫生健康服务。在太原、大同、运
城建立 3个国家级城市医联体试点。公
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和医用耗材加成，
206种药品、27种低值耗材和6种高值耗
材纳入集中带量采购，全省人民群众享受
到越来越多的改革成果和红利。

救 治 大 病 贫 困 群 众
34.83万人次

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程，深入实施
“三保险三救助”“双签约”和“一站式结

算”等健康扶贫政策，大病救治病种扩大
到 37 种，救治大病贫困群众 34.83 万人
次，贫困人口综合报销比例达 90%左右，
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创造了
良好条件、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制度，农村居民签约率稳
定在 50%以上，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70%，
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需求。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
补助标准提至79元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不
断提高，服务项目由 10 大类增加到 30
大类，人均补助标准由 2012 年的 25 元
提高到 2021 年的 79 元，个人现金卫生
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由 2013 年的
36.5%降至 2020 年的 31.31%，城乡居民
看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

89.6%的二级以上综合
医院开通老年人绿色通道

着眼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务，大力提升“一老一小”服务

体系，全省 93.7% 的三级综合医院、
69.7%的二级综合医院开设老年病科，
89.6%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通老年人
绿色通道，建立医养结合机构 108所，在
70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社区医养结
合能力提升行动。建立危重孕产妇救治
中心 153 个，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138
个。在 43个县（区）、268所托育机构分
别试点开展指导家庭科学照护婴幼儿、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工作，为全省群众
提供贴心式的养老托育普惠服务。

全省人均预期寿命优于
全国平均水平

全省法定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大
幅度下降，恶性肿瘤发病率和死亡率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地方病、尘肺病防
治三年攻坚行动任务如期完成，5 种地
方病均以县为单位达到国家消除及控
制标准。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从 2013 年
的 15.97/10 万下降到 2020 年的 10.6/10
万（全国 16.9/10 万）、婴儿死亡率由
7.57‰下降到 4.18‰（全国 5.4‰），人均
预期寿命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