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2018·12

33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多年来，云南省以强基层为重点，持续深化卫生

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

生服务体系，实施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基

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县级中心医院提质达标

晋级行动计划、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和贫困地区

下沉，加快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质量；扩大

对外开放，积极引入外资成立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

构，增加医疗卫生供给，多渠道、多元化、多层次办

医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医疗服务供需矛盾

得到进一步缓解。2018年10月，云南省第一家互联网

医院——云南省肿瘤医院互联网医院上线运营，使包

括偏远山区在内的多地群众能享受到互联网发展带来

的医疗红利。

截至2017年底，全省共有医疗卫生机构24688

个，比1982年的6293个增长2.9倍，并且实现了乡、

村和社区全覆盖；医疗卫生机构拥有床位数27.48万

张，比1982年的6.85万张增长3倍；卫生技术人员

36.92万人，比1982年的7.96万人增长3.6倍；社会

力量办医加快发展，民营医院占到全省医院总数的

66.05%、床位总数的29.45%，全省医疗服务供需矛盾

得到明显缓解。2017年云南省在城市初步形成以三级

公立医院为龙头的58家医疗联合体；在县域建成医共

体201个、专科联盟192个，远程医疗协作网覆盖182

家省市县乡医疗机构，在全国率先出台互联网医疗服

务价格标准，分级诊疗服务体系已基本形成。

实施健康优先战略

不断提高群众健康福祉

对于卫生健康领域而言，改革有没有成效，要

看群众健康保障得如何。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

爆发后，云南省制定了具体细致、操作性强的防治

预案，建立了有效的防疫体系，保持了全省“非

典”“零”的记录。再以艾滋病防控为例，云南省一

度艾滋病高发，一些边境村寨出现选不出村干部、老

人去世无人送葬等情况。面对严峻的防控形势，省

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打响了轰轰烈烈的防治

艾滋病人民战争，通过多年的艰苦努力，全省艾滋病

疫情总体平稳，云南省已从艾滋病重灾区转变为防控

示范区。2012年启动的“光明工程”，一年内就免费

为7万多名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复明手术。

为了不让无钱看病成为群众健康的“拦路虎”，

我们不断筑牢织密全民医保体系。2003年12月，省政

府在会泽县召开全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现场工作

会议，为农村居民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2007年新

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省农村居民，全省129个

县（市、区）的3100万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合率达86.14%。2017年，云南省主动适应新时

代医保改革形势任务，以加快整合城乡医保、完善大

病保险、改革医保支付方式为保障，更好满足人民群

众“病有所医”的基本需求。

此外，我们还把改革融入全省脱贫攻坚大局。加

大医保政策向贫困人口倾斜力度，强化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医疗费用兜底保障

“四重保障”措施。2017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

100%参保，住院实际报销比例达90.26%，年内实现因

病致贫返贫人口脱贫8.3万户、32.2万人，群众没钱

“小病拖、大病扛”成为历史。而现在，通过省内异

地就医结算平台即时结算，张先生此次住院仅支付了

现金5.4万元，其余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支付了5.5万

元、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支付了15.56万元。

四十年云南卫生健康领域改革开放之路，我们不

仅修复健全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群众的健康水平也

同步得到大幅提高。

四十年云南卫生健康领域改革开放之路，我们深

刻体会到：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始终将公平可

及、群众受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卫生健

康事业改革发展取得丰硕成果的根本保证；坚持以问

题为导向，紧紧抓住本省经济社会和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的阶段性主要矛盾，将改革重点聚集到关键领域和

重点环节，是改革发展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根本路

径；坚持改革定力，真正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

所应”，发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才能驰而不息地深化

改革，让群众更快更多获得健康实惠，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

随着省委、省政府关于云南省全力打造世界一流

的“三张牌”重大战略的实施，云南省卫生健康事业

将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行，凭借良好的卫

生健康状况、明显的区位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

富的生物资源，云南将加快成为众人向往的“健康生

活目的地”。

（作者系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