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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日报讯（记者 王煜鹏）记者

从全省促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暨乡村

医疗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上

获悉，青海省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健康

中国重大决策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坚

强领导和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全省基

层卫生健康工作围绕“县级强、乡级活、

村级稳”总体思路，着力构建优质高效

的整合型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优

化运行机制、扩大人才队伍、强化服务

能力、提升待遇保障等方面持续下功夫

求实效，县域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取得明

显进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省覆

盖。

据了解，2019 年，青海省围绕“保

基本、强基层、建机制”总体要求，以满

足农牧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为重

点，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施“优质

服务基层行”活动和社区医院建设，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医

疗设备提档升级，服务环境更加温馨，

群众就医感受度和满意度明显增强。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县级公立医院 70
所、乡镇卫生院 405 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 35 所、村卫生室 4305 所。共组建

42 个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覆盖 57 家县

级医院、343 家基层医疗机构、45 个专

业公卫机构，实现全覆盖。全省县域医

疗卫生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更加均等可及。100%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97.5%的乡镇卫生院和 80%
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藏医药服务。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深入推进，全省常住

人口签约覆盖率达 76.29%，重点人群达

到 93.77%。

下一步，青海将把县域医疗卫生体

系建设摆在促进健康青海和乡村全面

振兴的重要位置，紧紧围绕县域紧密型

医共体建设，持续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综合能力。力争到 2025年，县域就诊

率达到 90%左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

疗量占比提高到 55%左右，让全省各族

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更高水平的医

疗卫生服务。

本报讯（记者 李莎莎）

今年以来，市发改委积极争取

项目建设资金，申报项目 5
项，计划争取资金 3.2 亿元。

已落实格尔木国际陆港南片

区给水管网建设项目中央预

算内资金 4300万元，建设给水

管网 29.5 公里及相关附属配

套设施，进一步完善陆港园区

配套基础设施，全面提高园区

承载能力，为化解落后基础设

施与发展需求间的突出矛盾、

优化陆港园区开发利用条件

和南片区项目建设迈出第一

步，满足了片区内给水需求，

为南片区“开好头，起好步”打

下了坚实基础。

我市作为陆港型国家物

流枢纽承载城市，按照省委、

省政府提出的“跨越发展、绿

色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发展”

要求，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陆港产业经济。围绕陆港

园区发展需求，谋划储备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 35 项，总投资

53 亿元，包括片区道路、给排

水管网、电力线改迁等。截至

目前，累计落实格尔木市布青

路新建工程、纬一路道路、经

三路道路等陆港建设项目 13
项，总投资 3.44 亿元，陆港园

区建设已初具规模。

7 月 8 日，在可可西

里卓乃湖区域，棕熊准

备捕猎藏羚羊。

卓乃湖位于世界自

然 遗 产 地 可 可 西 里 腹

地。今年 5 月以来，来自

青海三江源 、新疆阿尔

金山 、西藏羌塘等地的

雌性藏羚羊陆续迁徙至

卓乃湖区域产仔。7 月

下旬开始，产仔结束后

的雌性藏羚羊将再携幼

仔返回原栖息地。

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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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汤红红

今年以来，市人社局立足民生需

求，锚定打造“医保 15分钟服务圈”目

标，积极推进医保经办业务下沉至乡

镇（街道）及村（社区）、银行营业网

点、定点医院等场景办理，激活医保服

务网络“末梢”，为各类群众提供参保

登记、政策讲解、业务办理帮代办等服

务，实现医保经办服务在全市范围内

一盘棋谋划、一体化推进，为构建覆盖

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打造“格尔木品

牌”、提供“格尔木样本”。

全覆盖、定标准，构建高效便民

政务新生态。与乡镇（街道）及村（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合署办公，配备专兼

职医保经办工作人员。以乡镇（街道）

医保协理员、村（社区）“两委”班子成

员、驻村干部、村医为抓手，为村民及

农牧民群众提供门诊特殊病慢性病、

医疗救助、大病保险等惠民政策宣传

讲解、医保参保登记、异地就医备案等

服务，实现基层群众医保业务办理“大

事不出乡、小事不出村”。加强“医银

合作”，利用农业银行网点多、分布

广、网络设备资源充足和服务标准化

等优势，在全市 3 个农业银行营业网

点挂牌设立“医保服务经办点”，将医

保参保查询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等高频

经办事项下沉至银行经办网点，为参保

单位及个人提供医保业务“一站式”办

理服务。制定印发《医保便民服务规

范》，明确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站（点）经

办服务事项、经办内容及要求，其中医

保经办服务中心经办28项、乡镇（街道）

医保便民服务站经办 6项、村（社区）医

保便民服务点经办 4项，制定印发要素

齐全的办理指南和操作流程图，使办事

群众一目了然，大大提高了申办效率。

智引领、广宣传，深挖数字医保

服务潜能。推进医保电子凭证（医保

码）激活应用，推广“扫码办”，为定点

医药机构配备刷脸结算设备，实现“刷

脸办”，在医保经办服务大厅配备自助

查询办理一体机，推动“自助办”，推

广使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青海医保

APP 办理医保参保查询、医保关系注

销等经办事项，倡导“掌上办”，将门

诊特殊病慢性病认定事项下放至市人

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九五二医院、

健桥医院办理，实现特慢病认定“院端

办”，积极推进医保经办窗口“综合柜

员制”和医保服务“全省通办”，全方

位推进医保服务高效便民。利用微信

公众号、出租车 LED 顶灯等形式进行

线上宣传推广，组织各乡镇（村）医保专

干、医保协管员、驻村工作队等力量进

企业、进寺院、进学校、进村入户，面对

面讲政策、办业务，延伸基层服务触角。

建队伍、重培训，拉近医保服务

群众零距离。按照“实际、实用、实

效”原则，对全市各定点医药机构、乡

镇（街道）及村（社区）医保协理员、

“两委”班子成员、驻村干部等人群开

展医保政策、岗位技能培训等活动，大

力培养医保政策“明白人”，确保参训

人员“真学、真会、真懂”，要求“明白

人”对于群众咨询“问不倒”，医保业

务“办得好”。为医保经办大厅配齐配

强窗口服务人员，配优热线专员，建立

经办工作联络群、参保缴费工作联系

群，安排专人负责解答问题，做到实时

审核、在线反馈处理，确保问题“不过

夜”，即办事项“当日结”。选派商保

经办业务骨干，为市人民医院、健桥医

院等定点医疗机构派驻医保专员，在

门诊大厅或公示栏设置派驻专员公示

牌，公布咨询电话和工作职责，协助医

院解决医保管理、费用审核、经办服务

等问题，为群众答疑解惑，不断提升群

众就医购药服务体验。

15分钟服务圈激活医保服务网络“末梢”

力争到2025年，县域就诊率达到90%左右——

青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现全省覆盖

（上接一版）统一到省委十四届六

次全会精神上来，认真抓好学习宣

传贯彻工作，推动全市各项工作高

质量发展，努力交出一份让省州党

委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合格

答卷。要精心部署、丰富形式、创

新载体、抓好宣传，引导干部职工

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迅速掀

起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的

新高潮。要立足实际、狠抓落实，

切实把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同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同推动高

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同保障和改善

民生结合起来，同增进民族团结结

合起来，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结合

起来，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

措，对标对表抓落实、一心一意促

发展，不断推进各项工作取得更大

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