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成效

●婴儿死亡率下降到0.79‰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1.88‰
●孕产妇死亡率为39.29/10万

2021年江海区人均预期寿命
达到81.2岁

2021年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
平达到28.2%，高于省的平均水平

●共建设健康示范村（社区）16个
●健康促进示范医疗单位5个
●健康促进示范学校15个
●健康促进示范机关17个
●健康促进企业12个
●顺利通过省级健康促进区验收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镇1个、省
卫生镇1个、省级卫生村36个、市
卫生村36个

●省级以上卫生镇、村覆盖率100%

2021年末，江海区拥有各类
医疗卫生机构104个

●其中医院3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1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4个、
村卫生站32个。
●医疗卫生机构编制床位582张，实
际床位625张，分别较 2012 年提升
了133.73%、147.04%；
●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 1307人，较
2012年提升了113.56%。医疗卫生
资源得到极大扩充

2021 年，全区总诊疗人数
13.39万人次，较2012年增长42%

●自2017年建立紧密型医联体以来，
两家公立医院实现疑难手术（重大手
术）857个，新技术新项目21个，填
补了医院多项技术空白

2021年，全区居民健康档案建
档率94.66%

●0-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95.03%，
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在95%以上
●孕产妇健康管理率为94.22%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2.82%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率
92.06%
●肺结核患者管理率99.19%，规则
服药率96.61%
●传染病疫情报告率100%，传染病
疫情报告及时率100%

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全心全意守护百姓健康

以善作善为之精神 绘就健康江海蓝图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

最客观的见证者，见证了十年来江
海区卫生健康局以怎样的一番干
劲，绘就健康江海这张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区委、区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市卫生健康局的
精心指导下，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秉着一
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从百姓对健康
的期盼出发，聚焦推动卫生健康事业
发展，聚力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面
推进健康江海建设。

春华秋实何寻常，如椽巨笔著
华章。

对江海区卫生健康局来说，这
十年是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事接着
一事办，在时代的激流中摸索出属
于自己的道路，在时间的坐标上镌
刻下属于卫健成就的十年。

这十年，是持续深化医药体制
改革的十年。紧密型医联体建设显
成效，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辖区
医疗服务能力不断加强，群众“看病
难、看病贵”问题得以缓解。

这十年，是群众健康水平不断
提高的十年。健康江海建设稳步推
进，国家基本公卫落地见效，“一老
一幼”得到保障，居民健康素养显著
提高。

这十年，是公共卫生防护网筑
牢织密的十年。尤其是2020年以
来，面对百年难遇的新冠肺炎疫情，
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
方针，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
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回望过往奋斗史，眺望前方奋
进路。目前，健康江海已经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将
继续以敢闯敢拼、善作善为、勇于创
新的担当精神，办好人民满意卫生
健康事业，书写“江海故事”。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
之基。十年来，健康江海行动全面推进，促
进健康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人民健康得到
全方位保障。

2018年5月，随着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县
启动仪式的举办，江海区正式拉开了健康促
进区的创建序幕。在创建的这条赛道上，江
海区卫生健康局大胆探索，敢作敢为，率先
在 我 市 出 台《健 康 江 海 行 动
（2020—2030）》，为进一步推
进健康江海建设、推进省级
健康促进县创建规划新的

“施工图”。
创建过程中，江海

区将健康融入所有政
策，辖区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城乡面
貌焕然一新，全民健
身蔚然成风，健康理念
深入人心。

耀眼的成绩单上，
是一个个惠及民众的成
果——科技馆、图书馆、青
少年活动中心、龙溪湖阅读中
心、白水带体育场、儿童免疫公共
服务中心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文化及卫生
服务水平；城央绿廊入选省万里碧道建设示
范项目；西江外滩湿地公园、釜山公园、儿童
公园成为市民休闲娱乐活动的好去处。

这十年，江海区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开
展，成功创建国家卫生镇1个、省卫生镇1
个、省级卫生村36个，打造了一批江海“招
牌”。其中，下沙片区的“蝶变”，就是江海区
高标准开展爱国卫生工作的生动例证。

下沙片区曾是江门的棚户区，道路狭
窄、地势低洼，排水设施不完善，干燥时节火
灾频发，每逢雨季房屋受浸，群众苦不堪
言。2019年起，江海区大力开展爱国卫生工
作，对其重新规划、搬迁、改造。下沙片区摇
身一变，成了留存城市记忆的疍家文化主题
公园、城央绿廊的重要节点之一。

“以前屋前的河水又黑又臭，周边像大
型垃圾场。现在舒服多了，新家宽敞明亮，
环境整洁舒适。”当地居民覃姨说。

一步一脚印，十年大跨越。2021年，江
海区成功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区，“健康江海”
迈出重大跨越。2021年，江海区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达到28.2%，较2018年健康促进区创
建初期的22.2%提高了6个百分点，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医疗资源匮乏，医疗力量薄弱，曾是江
海区卫生健康的“痛点”。十年来，江海区卫生
健康局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瞄准“痛点”，
对症下药，为医疗机构赋能，全力推动辖区卫
生健康事业稳步发展。

回望这十年，是基础设施条件持续改善的
十年。辖区医疗机构完成整体环境修缮改
造。区人民医院完成健康管理中心大楼、国家

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成人接
种门诊、儿童免疫中心建设，添置

了负压救护车、肺功能机等一
批设备；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完
成急救中心、礼乐街道社区
服务中心建设，新增CT、
电子胃肠镜等大型设备。
全区32个村级卫生站全
面推进升级改造，医疗服
务环境得到显著提升。

回望这十年，是医疗
服务能力稳步提升的十
年。区人民医院顺利创建

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区两
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实

施。2017年，江海区突破行政区
域限制，分别与江门市中心医院、江

门市五邑中医院签订组建医联体合作协
议，率先在全市建成三级法人统一的紧密型医
联体。这几年，紧密型医联体持续见效，两家
分院在门诊量、手术量上快速增长，专科建设
佳绩频出，新项目新技术不断落地。中医药能
力进一步提升，三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
医馆建设初显成效。

回望这十年，是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的
十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江海区卫生健康局认
真贯彻落实《江海区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
意见》，通过筑巢引凤、推进薪酬改革、加强人
才引育等举措，壮大优化人才队伍。十年来，
公立医疗机构人员在职人数增加104人，卫生
技术人员增加128人，中级职称增加62人，副
高以上职称增加15人。医疗卫生科研领域勇
创佳绩，2018年至2022年累计通过江门市卫
生健康局科研项目立项和新技术新项目推广
应用项目25个，通过江门市科技项目立项19
个，逐年创新高。

一路走来，江海区卫生健康事业稳步发
展，实现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人民健康为
中心”的转变，为群众铺就了一条“健康之
路”。2021年，全区总诊疗人数13.39万人次，
较2012年增长42%。

14项基本公共卫生项目如何扎实推
行、落地开花，真正惠及群众，让全生命周
期健康更有保障？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坚持

“破则立，从则平”。
该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抓手，深

入推进医防协同，组建了41个“3+1+N”家
庭医生团队，在村（社区）实行精细化网格
化健康管理。团队以“3”为核心，以“1”为
桥梁，以“N”为补充，形成全科与专科联动、
签约医生与团队协同、医防有机融合的服
务工作机制。

此外，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大胆创新，打
造“家庭医生+社工＋志愿者”跨专业服务
模式，建立医疗机构与城乡社区联动机制，
将社会工作者引入到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中，有效推进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
阳”，都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问题。
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坚持把“一老一小”健康
事业作为一项暖民心、解民忧、增民利
的民生工程，时刻抓在手上、放
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关爱“一小”，江海区
探索创新，以建设“儿童
友好型城市”为主线，
在全国首创将儿童免
疫公共服务中心建
到公园里；设立婴幼
儿照护服务指导中
心，大力推进示范性
托育机构建设，促进
全区婴幼儿照护服务
高质量发展。

呵护“一老”，该局
印发《医养结合工作实施
方案》，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
服务融合发展；积极创建老年友
善医疗机构，让老年人健康有“医”靠；开
展“银龄安康行动”，为全区3.4万名60岁
以上户籍老年人购买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覆盖率为100%。目前，江海区有全国“敬
老文明号”1个，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
物”1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1个。

2021 年，全区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
94.66%，较2012年增长4.16%，有较大提
升。老年人健康管理率60%以上，儿童计
划免疫接种率在95%以上，孕产妇、0—6
岁儿童、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结核病患者等
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率均符合要求，为社会
稳定和民生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共卫生体系是保障全民健康的重要
一环，是推进健康江海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两年多里，面
对困难和挑战，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充分发
挥疫情防控主力军作用，迎难而上，全系统
干部职工勠力同心、苦干实干，坚持疫情防
控和深化医改两手抓两手硬，筑牢织密公
共卫生防护网。

抗疫过程中，公共卫生体系逐渐显露
短板。该局以此为契机，加快补齐公共卫
生服务短板，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实现跨越
式发展。

发热门诊、PCR实验室是抗疫中的“先
行军”。江海区卫生健康局与各有关单位形
成合力，畅通“绿色通道”，全力推进江海区
首个PCR实验室建设、发热门诊（诊室）升
级改扩建及隔离酒店改造等项目。

其中，PCR实验室用了20天火速建成，
在疫情中诠释了“江海速度”。投入使用后，
医院可以自主开展检测，核酸检测实现了

从无到有。目前，江海区核酸检测
最大检测能力为2.288万管/天，

战略储备可达到5.288万管/
天。

区、街两级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从无到有，也是
江海区完善公共卫生体
系的举措之一，填补了
江海区多年来无疾控
机构的空白。在采样现
场、流调中心、疫苗接种
点，都可以见到江海“疾
控人”的身影。这支队伍

成于疫情、战在疫情，一次
次扛起大梁，在离病毒最近的

地方战斗，保障了广大群众的生
命健康。

此外，该局还建立健全重大疾病和职业
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印发《2020—
2025年江门市江海区传染病监测方案》，
推进职业病、艾滋病、严重精神障碍等重大
疾病的预防筛查、早诊早治和健康管理，健
全传染病诊断、登记、报告等各项制度，加
强疫情信息日常管理、审核检查和质量控
制。

十年间，江海区卫生监督执法体系逐步
完善，传染病管理规范有序，无甲类传染病
发生，巩固了无脊灰状态，艾滋病蔓延趋势
得到有效遏制，疫情防控工作取得显著成
效。

江海区卫生健康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家慧：

勇毅前行
谱写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新篇章

这十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市
卫生健康局的指导下，江海区卫生健康局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补短板、强基层、促医改、
求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成效。尤其
是在近两年疫情防控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的情
况下，全系统上下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取得阶
段性的防控成果。

今年，我们将鼓足“挑大梁”的精气神，持
续加强党的建设，全面实施健康江海行动，实
现疫情防控和医改工作双统筹、齐推进，建立
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

一是慎终如始战疫情。继续做好防控工
作“严、紧、实、细”文章，切实履行防控职责，形
成防控工作合力。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推
进发热门诊改扩建，强化疾控、医疗、检测、流
调等领域专业队伍建设和培训，努力提升流调
处置、核酸检测、隔离管理、医疗救治和应急处
置“五个能力”。

二是健康江海再落实。将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融入到日常诊疗中，实现医防融合；抓好

“一老一少”等重点人群服务，依法组织实施好
三孩生育政策；合理配置资源，大力开展妇幼
健康促进行动；促进中医药创新发展，大力发
展中医药特色医养结合服务；完善卫生监督体
系建设，深入开展医疗服务监督；深入开展爱
国卫生运动。

三是全面实施医疗卫生人才提质计划。
实施人才能力提升工程，探索建立适合本行业
人才引进实施办法，引进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和
急需紧缺卫生健康人才；充分发挥医联体总院

“传、帮、带”作用，加强公共卫生、精神科、老年
医学人才等各类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构建全生
命周期卫生健康人才支撑体系；强化全科医
生、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验检测、卫生监督
执法人才培养；加大基层人才招聘力度，推进
区域内人员“统招统管统用”，医疗卫生专业技
术人才队伍得到壮大，高学历和高职称人数进
一步增加。

四是医疗能力再提升。聚焦补缺项强弱
项，推动江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异地重
建；深化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加强人才队伍建
设，推动专科共建，加快学科发展，全方位提升
辖区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持续实施提升《基
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三年行动计划》，抓紧出
台《“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规划》，研究制订

《江海区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文/蔡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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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区探索创新，以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为主线，将儿童免疫公共服务中心建到公园里。

江海区在我市首推流动疫江海区在我市首推流动疫
苗接种车苗接种车，，推进疫苗接种工作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区疾控中心成立以来区疾控中心成立以来，，这这
支队伍始终坚守在防控一线支队伍始终坚守在防控一线。。

江海区增设多个核酸小屋，方便市民采样。威东村获得“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称号。

A 敢闯敢试
健康江海
跑出“加速度”

B 瞄准“痛点”
医疗服务能力
稳步提升

C 共建共享
全生命周期健康
更有保障

D 勠力同心
公共卫生防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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