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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城城市市拥拥抱抱健健康康 将将健健康康融融入入生生活活

健康环境：整洁舒适生态宜居

2022 年，安康城市水环境指数 3.3358，平均改善指数 3.31%，排
名全省“双第一”。 今年 1 至 9 月，城市水环境指数 3.1262，排名全省
第一 ， 指数较上年同期改善 9.54%； 全市地表水水质优良率保持
100%，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以前汉江边有很多洗衣服洗车的，通过各部门的配合，制定汉
江水质保护条例，现在很少能在江边看到这些现象了，构成一幅人在
城中、健康在心中的美景画面。 ”市生态环境局水生态环境科李林斌
说。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健康陕西建设工作，充分发挥健康安康建
设委员会协调作用，建立了以党委牵头、政府主抓、部门分工实施的
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协调推进、年度考核、监测评估、宣传推广、健
康城市建设、健康陕西行动、健康细胞示范建设等重点工作。

健康建设被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实施管理。 更重要的是，健康建设
融入到政策中，由此形成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

推动各级、各方面不懈推进健康安康建设的另一大举措是，与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绿化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全国医养结合试点、
生态健康养老示范市相结合，组建了融合推进机构，建立了融合推进
机制、督导考核机制，实施“健康+交通”“健康+旅游”“健康+餐饮”
“健康+运动”等发展新模式，全国医养结合试点、生态健康养老示范
市、国家健康城市样板市等一系列国字号品牌相继建成，大卫生、大
健康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展。

健康安康建设新格局，亦由此形成。
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扬楠说，“现在年轻人结婚办喜事，会

用气球、电子烟花爆竹听个声响。 民众的意识有很大变化，安康出台
了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条例，安康高新区、恒口示范区实行全域禁放，
各级各部门对重要节日节点的禁燃禁放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

目前，我市在健康安康工作开展中，实施网格化大气污染治理，
严格落实减煤、控车、抑尘、治源、禁燃、增绿六项措施，统筹水资源、
水生态、水环境“三水”治理，实行河湖长制“一把手”工程，全面落实
长江流域十年禁渔，加强土壤污染调查详查、风险评估管控、修复治
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治脏、治乱、治差工程，全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创新实施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生态文明示范市、文
明城市、综治优秀示范市五城联创，市县镇村四级同创，提升城市环
境品质；采取“市场化消杀+专业化评估”策略，有效控制了病媒生物
密度。

全市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86.57%， 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接近 100%，城乡居民饮用水检测合格率 100%，市域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 347 天、连续 16 年在全省领先，地表水好于Ⅲ类水体的
比例达到 100%。建成小型农村生活垃圾填埋厂 69 个、垃圾处理厂 14
个，垃圾治理率 92.93%，村庄清洁行动实现全覆盖。

健康服务：不胜枚举的“窗口”

从老百姓的“病有所医”，提升到“病有良医”，从“好看病”，到“看
好病”，我市的健康安康建设，走的是医疗服务“沉到底”的路子。

记者在安康市人民医院看到，整体环境改善后，医院服务水平也
大幅提升。

“高质量的志愿服务缩短了门诊患者的滞留时间。 对于老年儿童
等特殊人群，医院做好环境适老化和无障碍改善。 针对上班族工作日
就诊时间困难，医院还专门开设了假日门诊。 ”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李
福广介绍，医院着力打造电子化平台，推出微信公众号和掌上医院，
为患者节省时间、降低费用。

像人民医院这样做好健康服务的，只是我市健康工作的一个“窗
口”。 这样的“窗口”，在安康不胜枚举。

2020 年以来， 我市实施卫生健康基础建设项目 58 个， 总投资
40.7 亿元，陕南区域医疗中心、中医药传承创新项目、市传染病院即
将建成投用，10 个县级医院改扩建工程、17 个县域医疗副中心建设
正在抓紧实施 ，1469 个卫生室达到公房化要求 ， 医疗床位数达到
19389 张，每千人拥有床位数 7.82 张。 现有医疗卫生机构 2788 家，其
中，4 家三级医院、20 家二甲县级医院、6 个基层示范中医院、169 个
规范化镇卫生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81 家村卫生室、11 家疾控
中心、11 个卫生执法监督机构。 市中心医院建成紧急医学救援基地，
高血压、糖尿病规范管理率 76.99%、74.17%，确定市、县区定点医院
15 个。碘缺乏病、大骨节病、燃煤污染型氟中毒、砷中毒病区县均达到
国家消除标准。

以市级医院为“高地”、县级医院为“龙头”、镇卫生院为“枢纽”、
村卫生室为“网底”的医疗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柔性引进国家级知名医学专家 36 人、高层次紧缺人才174 人，招
聘医学本科生 1811 名，全市有卫生专业技术人员21059 人，每千人口
拥有卫生技术人员 8.5 名。建成国家、省级、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和学科
110 余个。建成市级质控中心 31 个，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妇、危
重儿童和新生儿“五大中心”实现县域全覆盖，组建 1907 个家庭医生
团队“上门服务”。 2022 年全市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1378.4 万，县域
内就诊率达到 91%以上。

我市还扎实推进卫生健康人才“十百千万”培训培养工程，
组织各类技术人才参加进修学习培训 13455 人次。 信息化建设
指数位列全国地级市第 30 名， 入围 2022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
“全国卫生健康信息化发展指数” 榜单，“互联网+家庭医生”服
务模式被人民网、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评为“2022 年健康
中国创新实践案例”。

健康保障：用温暖底色守护群众幸福

一座城市的幸福感，离不开健康保障赋予的温暖底色。
“老百姓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到医院买药更便宜了，高血脂高

血压等常用药便宜了。 以前高血压报销 1000 元封顶， 现在是
5000 元。 ”市医保局合疗办马劲枫深有感触，自开展健康安康工
作以来，我市完善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其他多种形式健康保
险为补充的全民医疗保障体系。

通过加强医保管理服务体系建设， 全面推进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完善基本医保异地就医结算。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机
制，强化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有
效衔接。 药品、医疗器械流通体制改革得到深化，完善基本药物
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马劲枫介绍，截至 6 月底,全市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 99%
左右。 继续实行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保障,全市职
工医保、 城乡居民医保住院费用政策范围内平均报销比例分别
稳定在 80%、70%左右，统一规范职工和城乡居民门诊慢特病政
策，病种扩大至 55 种。 规范精神类疾病报销政策， 90%的病种
提高了报销封顶线和报销比例。

同时，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全额资助特困供养人员、孤儿、事
实无人抚养儿童等特殊困难群体， 对脱贫不稳定且纳入农村低
收入人口监测范围的人员给予不低于 190 元定额资助， 累计资
助参保 21.79 万人，全市脱贫人口和易返贫致贫人口全部参保。
大病保险继续对特困人员、 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实施起付
线降低 50%等倾斜支付政策。

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守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我市健康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个人卫生费用支出占卫生总

费用比例下降至 24.98%，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8.43 岁，保持在
全省第一方阵；全年实施卫生健康项目 44 个、完成投资 7.86 亿
元。实施“双培养工程”，招聘医学本科毕业生 95 名，建立省级名
中医工作室 4 个，培育市级名中医工作室 12 个。

健康医养：从“细胞”到产业的宏大图景

一个个健康的细胞构成了一个个健康的人， 健康的城市也
需要健康的细胞来支撑。当它们都保持健康活力，城市才会生机
勃勃。

在健康细胞建设提质扩面工作中， 我市连续 4 年将健康细
胞工程列入市委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和政府工作报告重点民生
工程，成立了健康细胞示范建设指导专家库，立足大健康格局，
将健康细胞示范建设与国卫国森创建、文明城市创建、全民健身
行动等多个行业的重点工作融合推进。 新增命名市级健康机关
101 个、健康社区 53 个、健康村庄 121 个、健康学校 283 个、健康
医院 26 个、健康企业 32 家、健康家庭示范镇 15 个。 健康机关、
健康社区、健康村庄、健康学校、健康医院、健康企业、健康军营、
健 康 家 庭 建 设 率 分 别 为 60.1% 、60.3% 、59.7% 、74.9% 、100% 、
58.6%、80%、25%。

近年来，我市创新思路，积极探索发展新模式，与生态宜居
健康城市建设结合，积极打造医中有养、养中有医、医养互助、签
约服务、民办医院等五种基本形态，将健康养老服务列入向社会
公开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持续
加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改善老年人就医服务，织牢医
疗健康服务保障网，扎实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夯实居家养老
基础。

我市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等 8 个政
策文件，着力构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
养相结合”的医养服务体系，探索“医养+”“互助+”“签约+”“商
业+”等多元化服务业态。 作为指挥棒，这些政策和措施，起到了
强力的推动、促进作用。

如今，我市已创建国家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1 个、省级
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基地 1 个。 全市建成省级医养结合示范基
地 6 个、医养结合服务中心 10 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171 家，市
级医养结合示范点 41 个，老年病院、康复护理院 13 个，65 岁及
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 82%。

安康连续 5 年入选中国康养城市排行榜 50 强，医养结合模
式入选“全国医养结合 200 例典型经验”，被国家卫健委、民政部
全国推广。

一幅万千居民投身参与的宏大健康图景，给安康的“健康细
胞”做了最好的注脚———健康的社会，正是由千千万万个健康的
单位、健康的家庭、健康的个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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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中学学生参加健康体检。

高 新 医
院健康宣讲
进社区。

博元幸福城社区定期开展儿童游泳比赛活动，
用心呵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正大制药有限公司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健康体育活动。

汉阴县涧池镇
枞岭村是省级卫生
村、 市级健康村，致
力为村民提供全生
命周期健康保障。

安 康 长
兴 中 等 职 业
学 校 占 地 面
积 150 亩 ，建
筑 面 积 近 17
万平方米 ，环
境优美 ，成为
安 康 市 培 养
应 用 型 人 才
的 优 质 职 业
学校。

安康长兴中等职业学校文
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市妇幼保健院为广大妇
女儿童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
健康服务。

关关注注学学生生健健康康成成长长的的安安康康长长兴兴中中等等职职业业学学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