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 大 推 进 力 度
深化医联体医共体建设

委员们认为，推进医联体医共体建设是
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从我省试
点情况来看，地方党委政府尤其是主要决策
部门的高度支持和政策配套对于医联体医共
体建设和运行至关重要。

为此，委员们提出建议，要坚持高位推
动，党政一把手亲自抓，明确一位负责同志统
一分管医疗、医保、医药工作，以便于统筹协
调各方，打破各种壁垒、调配各类资源。要坚
持多方联动，建立卫生主管部门牵头、多部门
协同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总结推广试点经
验，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医联体医共体建设；
建立医联体内不同级别、不同类别医疗机构
权责清晰、公平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使医联
体成为服务、责任、利益、管理共同体，区域内
医疗资源有效共享，推动形成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
要坚持政策驱动，将基本建设等大额支出纳
入政府预算管理；完善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
整机制，更好体现医疗技术劳动价值；优化公
立医院收入结构，执行医保基金对紧密型医
共体“总额预付、结余留用”政策；强化监督管
理，打击药品滥用、过度医疗、采购腐败甚至
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

加 大 下 沉 力 度
促进医疗技术人才上下贯通

聚焦明确大型公立医院的职责定位，委
员们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大型公立医院最理
想的状态是接收疑难重症病人，承担部分教
学任务，规范化培养医学人才”。基于这一认
识，又进一步提出了优化大型公立医院规模，
从源头上促进更多优秀医疗卫生人才的外
溢、下沉等一系列意见建议。

在目前的薪酬制度下，公立医院医务人
员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他们所创造的绩效，
容易形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态势，因此
需要进行薪酬制度的改革。针对当前现状，
委员们表示，必须优先保障基层医院运转，有
序提高基层医院医护人员收入水平，稳定基

层医院医护人员队伍，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基
层医院。

委员们说，完善落实上级医院对基层医
院帮扶机制，可以采用在医联体医共体模式
下，安排上级医院名医下基层；可以利用政策
激励上级医院高级职称医师扎根基层医院，
并严格制定帮扶目标和考核指标；可以鼓励
上级医院快退休、刚退休的优秀高级职称医
生下沉基层医院，开展传帮带工作等等。

加 大 整 合 力 度
优化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就如何大力推动资源共享整合，委员们
建议，要通过完善医联体医共体机制，建成职
责明确、功能互补、布局合理、层次清晰、特色
鲜明的县域内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实施分级
诊疗，明确双向转诊标准，畅通转诊渠道，实
现患者分流、有效转诊；大力发展远程医疗，
促进医疗资源智慧共享，提高优质资源的可
及性和辐射能力。

委员们认为，推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
发展和治理，必须回归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他们希望，加快推进支付方式改
革，在“总额预付、结余留用”的原则下，保证
医保基金的安全使用，保证医保、医疗、医药
在协同发展和治理改革中相向而行、同频共
振。

委员们表示，没有精准的签约服务，就没
有精准的医保预付，更无法精准落实后续的
分级诊疗、异地就医政策。因此，必须督促紧
密型医共体做实与参保人的签约工作。

加 大 建 设 力 度
推动医疗信息互联共通

怎样推动医疗信息互联共通？这一问题
引发委员们热烈讨论。委员们说，要加快建
设一体化数字平台，以城市医疗集团和县域
医共体为载体，建设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的
数字化医疗服务网络，构建高效统一、管理规
范、开放共享、公平普惠的数字化医疗服务体
系，通过数字化诊疗设备和远程诊疗等信息
化手段，全面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疾病

诊断、疾病治疗、疾病康复护理、公共卫生服
务和管理能力。

委员们还建议，进一步强化数字化平台
服务功能，通过一体化信息平台，畅通医保、
卫健、药监等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换，保障科学
决策、协同推进，为“三医”联动改革提供数据
信息支撑；推动医共体成员单位之间管理信
息、诊疗和公共卫生服务信息在数据标准上
的统一，为共享数据、科学考核奠定技术基
础。

加 大 监 管 力 度
保障患者享受改革红利

委员们高度关注医疗服务监管、医药购
销监管等问题。他们建议，着眼医药分离和

价值医疗的回归，从制度层面加大监督管理
力度，严禁医疗机构向医务人员下达创收指
标，医务人员薪酬不得与药品、卫生材料、检
查、化验等业务挂钩。同时，还要重点完善药
品耗材集采遴选准入与竞价机制，精准扩大
药耗集采范围，推动集采提速扩面，动态调整
集采目录，将供应、质量、信用等相关因素统
筹纳入集采规则，从体制机制上净化医药流
通的生态环境。

当前，只有持续纠治医疗领域不正之风，
才能促进医疗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已经成为
社会的广泛共识。“希望以推动清廉医院建设
为抓手，持续纠治医疗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
问题，严查医疗领域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失
职渎职、利益输送等违纪违法问题，不断优化
医疗生态，更好推动医联体医共体健康发展，
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委员们表示。

服务人民生命健康 推进健康湖北建设
——省政协月度专题协商会建言完善医联体医共体机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辉 通讯员 郑轩

威风锣鼓、楚剧、湖北大鼓、新疆舞……近日，我省一
些老年大学（学校）新开设一批特色专业，受到热捧。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充满个性化、地
域特色十足的专业课程，深受学员们的欢迎，让老年人
的晚年生活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声乐班舞蹈班一开再开

“瞧！3个新疆舞班都报满了，仍不能满足学员的
需求！”

11月9日，在武汉市武昌区老年大学徐家棚街分
校，校长张娟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学校于2015年 8月挂牌，建校时就开设了28个
班，学员达930余人次。随后，学校教学条件不断完善，
教学规模也逐年增大。班次从28个、67个增加到151
个，学员从几百人增加到近3000人，教师人数达到62
名。

学校里最火的班是声乐班，已经开了十几个班。新
疆舞班是“后起之秀”，于2022年开设。

谈起新疆舞班的开设，学校分管教务工作的副校长
房波涛打开了话匣子。她介绍，此前学校开办了民族舞
班、形体班、拉丁舞班，报名都很火爆。最近她发现，许
多学员在广场上尝试跳新疆舞。“她们大多是对着手机，
跟着网上的视频练习，一些学员跟我反映，很想能找到
专业老师学习规范动作。”房波涛说。

随后，房波涛四处打听，经过好友推荐，找到了新疆
小伙依然。

“依然在武汉开了一家舞蹈工作室，开展新疆舞的推
广和培训，正好与我们的想法相契合。”房波涛说，经过反
复沟通，依然老师同意每周抽一天时间来学校授课。

听说学校要开设新疆舞班，学员们踊跃报名。“70多
人的一个班，报满了3个，还不停有人打听。因为老师的
时间有限，所以最终只开了3个班。”房波涛介绍，经过一
年多的教学，学员和依然相处得非常融洽，“立冬那天，学
员们还给他带来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同样开设了新疆舞班的，还有武汉市东西湖区老年
大学。

11月9日13时30分，在该校一楼的排练大厅，伴
随着欢快的节奏，20多位学员翩翩起舞。

“新疆舞在我们这里也很受欢迎。不仅如此，我们
还在一些街道老年学校，开设了诸如地方戏曲、腰鼓等
接地气的课程，深受学员欢迎。”武汉市东西湖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区老年大学校长黄云博说。

特色专业让老年学校人气旺

“咚咚锵、咚咚锵……”
11月8日，在武汉市黄陂区横店街老年学校门前

广场上，十几位大妈身着鲜艳的服装，手握鼓槌，欢快地
敲打着大鼓。

在横店街道，老年学校并不稀奇。早在1987年，这
里就设立基层老年大学。

2014年，学校迁到位于空港花园的新址。潘众森
2018年担任学校常务副校长。“我接手的时候，学校只
有30多名学员，上课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潘众
森介绍，为了学校的发展，他四处寻觅能人，开设了具有
地方特色的专业，如鼓乐、楚剧、湖北大鼓等，深受老同
志欢迎。

66岁的王青平退休后一直在学习打腰鼓，还成立
了一支腰鼓队。她接受潘众森的邀请，成为学校鼓乐班
的老师，平时带着学员在广场上练习打鼓。如今，鼓乐
班的学员已经组建了6支威风锣鼓队，经常外出演出，
成为周围单位庆典的必备热场节目。

武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徐波说：“武
汉市委老干部局今年已推动完成了100所街道、社区老
年学校建设。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50%街道（乡镇）、
30%社区（村）建有老年学校的目标。全市逐步建立起
布局合理、体系完善、条件优良、管理规范、运管稳定的
基层老年学校，既适应老年教育发展趋势，又满足老年
人学习需求。”

不仅是武汉，省内不少农村地区还把老年教育与农
业生产结合起来，开办农业技能兴趣班。

“过去我养蜂，不会适时分箱，不知道用啥法子驱赶
葫芦包（葫芦蜂），更不知道啥时候分割蜂蜜好。现在，
这些窍门我都在老年学校学到了。”

近日，在谷城县茨河镇老年学校，蜜蜂养殖户李甫
汉满脸喜悦。

此前通过进村入户调查征集意见，茨河镇老年学校
请来养蜂专家给养殖户授课，请来做腐乳的老师傅登台

“传经送宝”，让种粮大户亮出“绝活”。
在建始县红岩寺镇老年学校，这里还专门开设了甜

柿产业班，聘请退休种植专家担任授课教师，传授甜柿
种植管护技术，在满足老年人精神需求的同时，也促进
增产增收。

威风锣鼓、楚剧、湖北大鼓进校园——

老年大学（学校）特色专业
接地气受欢迎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际凯 通讯员 翟敏 周越

在刚刚结束的武汉市第二十三届职
业技能大赛暨第十八届教师五项技能竞
赛中，武汉市硚口区有6位教师晋级决
赛，并夺得中学组、小学组状元，幼儿园
组第二名，总成绩居全市之首。

如此多的老师，在教学技能的“巅峰
对决”中脱颖而出，得益于近年来硚口区持
续推进的名师培养工程。该区计划三年
内，发挥省市区名师辐射引领作用，推进骨
干教师队伍建设，激活教师“新动能”。

成立25个名师工作室，吸纳362位
教师为成员，推出青年教师“成长计划”、
骨干教师“助力计划”、教育名师“卓越计
划”……今年以来，名师培养工程稳步推
进、落实落细，一批紧跟新时代教育脚
步、教育教学实绩突出的教师加速成长。

平均每3位在编教师中
有1位骨干教师

来自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的胡雯媛是
此次决赛的中学组状元。1997年出生的
她已带过两届高三学生。今年高考前，
她带的班级语文成绩从倒数第二名“猛
蹿”到年级前列。

奇葩说第六季辩手、央视《开讲啦》
特邀嘉宾、全国青年文化教育主题辩论
赛冠军、世界华语辩论锦标赛湖北赛区
亚军……胡雯媛有无数光环，但被学生
们津津乐道的身份，是能触达心灵的教
师。

课堂上，她是出口成章、拆解诗词的
“语言艺术家”；课余，她与学生互相投喂
零食；备课时，她从学生视角梳理疑惑
点，笔记比每位学生都写得更满更密；家
访时，她到学生家里默默帮做家务，令沉
默寡言的学生泪流满面，发誓努力学习，
成为她的骄傲。

近年来，硚口区不断涌现胡雯媛这
样的明星教师，如作为武汉市中心城区
高中唯一代表，获得湖北省教师第四届

“楚天园丁奖”的十一中省特级教师王忠
文；作为武汉市小学段唯一教师代表，入
选教育部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
计划的硚口区小学教研室省特级教师唐
静等。

目前，硚口区已有区级以上骨干教

师1315人，占全区在编教职工总数约
30%，大约每3位教师中即有1位骨干教
师。名师引领下，该区今年中高考成绩
尤为亮眼。高考考生物理类最高分704
分，位居全市九大名高第三位，特殊类控
制线（一本）达957人，同比增加100多
人；中考600分以上401人，市级示范高
中线上线人数占比40%，全口径公办普
高上线人数占比58.9%，持续位居武汉市
第一方阵。

世界冠军与优秀教师双向奔赴

“学弟学妹们，坚持是一件很酷的事
情，一旦认准目标，就要不顾一切地走下
去，努力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10月11
日，杭州亚运会刚闭幕，获得两金一银成
绩的闫子贝就为母校硚口区体育馆小学
的学弟学妹送上祝福。

以“世界冠军的摇篮”享誉神州的硚
口，“冠军文化”已成为其深入骨髓的文
化基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里走出
了韩爱萍、陈静、伏明霞、李娜等16位体
坛世界冠军，覆盖羽毛球、乒乓球、跳水、
网球等体育运动领域。

长期在高位水准上良性运行，让硚
口青少年体育运动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科
学培训体系、竞赛体系和教练体系。在
今年武汉市第五届中小学体育教师技能
比赛上，“冠军文化”蔓延到教师队伍，硚
口区教师团体总分领跑全市，并有三位
教师夺金——

武汉市第十一中学体育教师罗方
达，学生时期就是硚口区优秀田径运动
员，教学中不但注重每一个学生的健康
成长，更注重自身核心素养的提升；崇仁
汉滨小学的体育教师冯诚将大数据引入
体育教学，反复分析案例、实践教法，带
领校田径队从全区最后一名“逆袭”至第
一名；井冈山小学教师王珏撰写的论文，
连续两年在湖北省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学
术论文报告会中获一等奖。

一脉相承的优质师资，浓烈炽热的
“冠军文化”，在硚口青少年的心底点燃
夺冠的希望之光。目前，硚口区拥有23
个市级体育项目传统特色校，2个市级冰
雪项目特色校，35个市级足球特色学

校。今年8月，硚口女足组队代表湖北省
参加全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比
赛；硚口区组队的武汉市代表队，在我省
第十六届中学生运动会田径比赛中获得
全省金牌总数第一名。2023年，硚口区
连续26年在武汉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
上取得中学组团体总分冠军。

为每一位新老师加油鼓劲

武汉市教师五项技能大赛，一向难
度高、影响力大。近10年的5届赛事中，
崇仁路小学有3人获得省赛状元，5人获
得武汉市技能大赛一等奖，2人获二等
奖，几乎每届都揽得大奖，在武汉有“五
项技能”的“崇仁奇迹”之誉。

本届决赛小学组状元获得者、该校
青年教师杨民婕揭示了“崇仁奇迹”的奥
秘，“师傅、导师们每天像长辈一样包围
着我，一字字、一句句地指导我，在这样
的训练下，我进步飞快。”

据介绍，今年3月，崇仁路小学就组
织了大赛部署培训会，邀请名师对新教
师进行师徒指导。参赛教师入围决赛
后，学校又召集省青教赛状元、市“双减”
劳动竞赛状元、市教师五项技能竞赛一
等奖获得者、市区学科带头人组成“状元
教师团”，从教学设计、教学演示、教学反
思、案例分析和综合展示五个环节全面
提供“多对一”的指导和帮助。

“为每一位新老师加油鼓劲”，是硚
口区落地名师培养工程的真实写照。据
了解，该区正积极搭建教师专业化成长
发展平台，持续打造理念新、干劲足、业
绩优的教育生力军，进而用5年时间完成
全区名校梯队培植工程，实现全区教育
优质均衡的跨越式发展。

强教必先强师。硚口区教育局主要
负责人表示，教育质量的整体水平提高，
是教育公平的根本保证。近年来，该区
积极发挥崇仁路小学、武汉市十一初级
中学、武汉市第十一中学等名校的品牌
辐射引领作用，深入推进名校“双学区”、
名校学区化发展，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
西”扩容。今后3年，在硚口西部将有17
所学校建成投入使用，优质教育资源进
一步提档升级。

名师培养工程
打通硚口教师成长“高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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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始终把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确立了新
时代卫生和健康工作方针。党的二十大
作出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优质医
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等重要部
署。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
部署，把加强医联体医共体建设作为实
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深化
医疗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扎实推进，在
巩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完善人才
引育机制、建设信息化平台、规范采购监
管等方面取得良好成效。

省政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着
力统筹“三要素”“三维度”，连续两年把
深入推进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323”
攻坚行动和加强农村、社区医疗卫生队
伍建设，纳入全省“一线协商·共同缔造”
行动共性指导议题，开展联合调研、联动
协商。今年，省政协将“完善医联体医共
体机制”纳入年度协商计划，持续关注医
疗健康领域议题并开展协商议政。11
月24日，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
聚焦“完善医联体医共体机制”协商议
政。

会前，省政协办公厅和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先后通过召开情况通报会、分
解课题、组织调研、实地走访，召集5家
省直部门座谈会商，到省卫健委和鄂州
市、黄冈市、团风县等地开展调研，了解
相关情况和堵点、难点问题，听取市、县、
乡、村四级卫生管理人员和医务人员意
见建议，形成调研成果26篇，提出意见
建议120余条。

会上，省卫健委用专题片和工作展
板介绍相关情况。省政协副主席张柏青
作主题发言。黄惠宁、周素梅、余子悦、
王虎、胡玉莲、郭双喜、丁晗围绕会议主
题协商建言。黄荣军、吴凤、龚龑现场提
问，省卫健委、省医保局、省人社厅相关
负责人作互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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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完善医联体医共体机
制”协商议政。图为委员协商发言。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李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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