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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张秋焱）昨日，呼和
浩特市深化医改工作部署会暨县域医共体现场
会在清水河县举行。来自我市各大医院、市旗
县区各级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来到清水河县总医
院窑沟乡分院、清水河县医院进行观摩。在当
天下午的部署会上，市卫健委对我市深化医改
工作进行了下一步部署。

在清水河县总医院窑沟乡分院，进行中医
诊疗的刘俊说：“过去我们看病都去县医院，如
果难受的厉害就去市里就医。现在不一样了，
我们的乡医院、县医院变化特别大，看病方便了
很多。”

清水河县总医院窑沟乡分院院长刘柱介
绍：“今年 5月，医院更名为清水河县总医院窑
沟分院，目前辖区服务人口 5134人。在总医院
的帮助下，分院可以为居民提供全科、内科、检
验、放射、超声、心电图等临床科室和妇幼基本
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除此之外，分院还
设置了保健、计划免疫、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
科室，建立了中医馆、尘肺病康复站、院前急救
工作站。”

据介绍，清水河县于 2019年被纳入全国
567个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县之一。2020年 6月
28日由清水河县医院、11个乡镇卫生院和 1个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组建清水河县医疗集团
并挂牌运行，构建起县乡一体、乡村一体的紧密
型县域医疗共同体。2023年5月23日县医疗集
团更名为清水河县总医院。县域医共体建设也
带动了清水河县医院的发展，和2019年相比，清
水河县域内居民就诊率提升了82.7%。

清水河县总医院院长党永彪介绍：“在市
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引进
呼市第一医院妇产科、疼痛麻醉、心血管内科、
创伤外科、普外科 5名高层次专家驻院工作；柔
性聘请与协和医院、安贞医院、护国寺医院等区
内外知名医院专家开展定期坐诊、长期义诊等
活动，自治区、市级知名专家到县医院坐诊、查
房、手术、讲座，还选送职工到三级医院进修培
养，为分院培养专业人员。”

“清水河县域医共体管理平台”是联通各个
成员医院的重要存在，让清水河县的居民就诊
越来越方便。清水河县总医院副院长李龚说：

“以信息化为支撑，我们上下级医院互联互通、
资源共享，为基层患者提供了高效的诊疗服
务。在我们的平台上，患者因为什么，在哪个分
院住院，进行了什么检查，检查结果如何都能一
目了然。”呼和浩特晚报记者了解到清水河县总
医院各基层分院均建设了数字化诊疗设备和

“人工智能辅诊系统”，卫生室全部接入了互联
网，与县医院联通，超声、心电、放射中心实现了

“下级检查、上级诊断”的诊疗模式，基层就诊专
家看病，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升，
大家也愿意去基层医院就诊。

除此之外，清水河县总医院还派出中医、西
医、检验、放射、彩超等49名专家组建了12个下
基层医疗服务团队，定期到各基层分院开展诊
疗服务，通过传、帮、带为基层培养医疗卫生人
才。截至今年 7月，团队出诊 109次，医生出诊
531人次，诊疗6755人次。

据了解，今年我市重点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和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重点实施公立医院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紧密型医疗联合体建设和运
行机制改革创新三大攻坚行动。下一步，我市
要加快自治区、市、旗县区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建设培训高质量人才队伍；推动市四区与三级
综合医院联合办医；提升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
设质量；加快市县区公立医院急诊急救五大中
心能力建设；创新医防融合机制建设工作、提升
旗县区院前急救能力；加快卫生健康信息化建
设；持续深化体质机制改革。同时，做好药品医
用耗材集中采购和医保资金结余留用，医疗服
务价格动态调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DIP支付
方式改革等工作。对照全市人民需求，对照高
质量发展追求，以更加创新的理念，更加精心的
管理，更加优质的服务，持续深化改革，把首府
卫生健康事业推上更高水平。

呼和浩特市深化医改工作部署会暨县域医共体现场会召开

让居民就诊越来越方便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马妍）为迎接首个
“全国生态日”，增强群众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引导群众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
展中来，8月 15日，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新
城区分局在长海社区长城小区开展“守护绿水
青山，擦亮生态底色”主题科普宣讲及志愿服
务宣传活动。

在室内宣传环节，环保志愿者为新城区满族
小学的同学们宣讲了环保知识，现场进行了有奖
答题互动，同学们认真听讲，积极参与答题。最
后志愿者提出倡议：希望同学们共建绿色校园，
同护地球母亲，一起行动起来，将绿色作为生活
的主旋律，用爱心去关注环境的变化，用热情去
传播环保的理念，用行动肩负起环保的重任，争
当环境保护小卫士。

户外的宣传活动中，志愿者们通过发放宣
传资料、环保宣传品、现场讲解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向过往小区居民及学生和家长宣传

“全国生态日”的设定，积极宣传“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培养公众生态文明意识，引
导群众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此次宣传，共发
放宣传资料、宣传册 100余份，环保宣传品 100
余份。

呼和浩特晚报讯（记者 杨志伟）昨日，呼和
浩特晚报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内蒙古
教育系统发挥高等教育龙头引领作用，持续提
升支撑服务“五大任务”的能力。

“五大任务”，即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
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国家重要农畜
产品生产基地、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

聚焦服务“五大任务”，推进学科专业设置
与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相互匹配和相互
促进，增强学科专业对高质量发展需求的适
应力、支撑力和引领力。深化重点产业领域
学科专业创新发展，引导高校聚焦新能源、新
材料、新型化工等重点产业发展加快人才培
养能力。推进现代农牧业领域学科专业融合
发展，加快传统农学科提档升级，提升产业技
术贡献率。

聚焦服务“五大任务”，推进新一轮自治区
“一流学科”建设，重点建设2个一流拔尖学科、
19个一流拔尖培育学科、14个一流建设学科。
其中，草学、生物学、生态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畜牧学等学科主要服务自治区农畜产品生产及
精深加工重点产业；动力工程级工程热物理、材

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冶金工程、机
械工程等学科主要服务自治区新能源及装备制
造、金属采冶及新材料制造、煤炭及煤基等重点
产业；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学等学科主要服务
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

聚焦服务”五大任务”，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布局建设 100个左右校级现代产业
学院、20个以上自治区级现代产业学院，培育建
设 3个以上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形成“国家-
自治区-学校”三级现代产业学院架构，着力打
造一批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
服务、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培
养实体。

加强高校有组织科研，优化科技创新平台
布局，对应8大产业集群和16条重点产业链，布
局一批高校工程研究中心、校企联合实验室等
科技创新联合体，推动高校与龙头企业、中小企
业加强产学研合作，着力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
关键核心技术。建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与知识
产权运营联盟，设立高校成果转化项目，加快推
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据悉，截至目前，全区高校共有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 8个、工程研究中心 6个、省部共建协同
创新中心4个，高校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内蒙古高等教育发展聚焦服务“五大任务”“全国生态日”主题志愿服务宣传活动

呼吁市民保护生态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