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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预期寿命达82.61岁，实现主要健

康指标基本达到发达国家和地区水平；连续

五次获评国家卫生城市，实现省级卫生镇全

覆盖；持续强化传染病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实

现市、区两级应急队伍规范化建设全覆盖；着

力提升医疗综合实力，现有三甲医院数量全

省地级市第一，实现15分钟可及就医圈；打造

以电子健康码为唯一身份主索引服务体系，

所有公立医院可通过移动端进行挂号、缴费、

检验结果查询，实现“一码通用”便捷服务；全

市托育服务资源实现快速增长，医养结合模

式走在前列……

党的十八大以来，佛山持续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大力建设卫生强市和中医药强

市，全面推动健康佛山建设，着力培育医养结

合服务典型样板，构建普惠多元的托育服务

体系，促进居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交出了一

份群众满意的“健康答卷”。

十年岁月见证了佛山卫生健康事业砥砺

奋进、栉风沐雨的历程。

截至2021年底，佛山医疗卫生机构共

2532家，其中三级医院25家，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及服务站390家，医疗综合实力位于全

省第三；全市共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108个，

共有138.3万慢病患者、老年人、儿童、孕产

妇等重点人群签订服务协议；佛山市第一人

民医院获评“广东省高水平医院”，佛山市中

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获授予“广东省

中医名院”称号……

十年来，每一项发展，都体现出佛山卫生

健康事业的发展进步，每一项发展的背后，都

凝聚着全市卫生健康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彰显

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初心使命。

奋楫争先

佛山市卫生健康局

履职尽责 当好健康“守门人”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国各地。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成

为疫情防控工作的主力军，围绕“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持续奋战在抗击疫情

的第一线，勇当抗疫“尖刀兵”，做好健康“守门人”，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实现“双统

筹”贡献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处置的关键是早发现。对此，佛山

市卫生健康局建立健全以发热门诊（诊室）为核心，其他

医疗卫生机构、零售药店为补充的新冠肺炎哨点监测体

系，全市哨点监测网覆盖2532家医疗卫生机构、4529

家药店。今年以来，全市68家发热门诊（诊室）累计接

诊患者216.15万人次，多起疫情的首发病例在发热门

诊发现，为应急处置赢得宝贵时间。

每发生一起疫情，第一时间响应，在涉疫小区、村

居等风险区域，处处可见卫生健康工作者开展流调溯

源、核酸检测、医疗救治等工作的身影。今年以来，佛

山发生了多起本土疫情。疫情发生后，全市卫生健康

系统第一时间激活应急指挥体系，全面排查传播风险

隐患、管控风险人群，每一起疫情均在7天内实现社会

面清零，以最快速度阻断疫情传播，为我市实现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统筹、双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

面对市民因受疫情影响可能遇到的就医难题，各

级卫生健康部门全面摸清管控区域内有肾透析、孕产

妇临产、应急就医等特殊就医需求的群众底数，调配

救护车和医护人员驻点巡访，开通紧急就医绿色通

道，做好“点对点”医疗服务保障。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事

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

工程，如何办好这件民生实事，

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自2009年新医改实施以来，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坚持以

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

动力，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工作，

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

了明显成效。

十年来，佛山居民健康水平

不断提升。据统计，2021年佛山

市人均期望寿命达到82.61岁，较

2012年提升6.66岁，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79.31岁）。婴儿死亡率

下降到1.61‰、孕产妇死亡率下

降到9.42/10万，均低于全省平均

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8.7%，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

2021年全省医改考核中，佛山获

得了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

十年来，医疗服务利用水平

不断提升。2021 年，诊疗量占

全省总诊疗人次的9.6%，出院量

占全省的7.3%，医疗服务量居全

省第三。与此同时，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也在持续增加。2021 年

末，全市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349 家，占全市医疗机构总数

的 92.8%，较 2012 年增加 1251

家，年均增长 8.82%。其中卫生

院 6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6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354家、门

诊部623家、诊所1289家、村卫

生室41家。

十年来，走在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之路上，佛山做出了很多敢

为人先的大胆探索。例如，为推

进医养结合改革创新，佛山整合

优化各方优势，积极盘活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资源，支持二级以下

医院转型发展，在全省率先探索

打造“家门口医养结合”服务模

式，在为低收入、高龄、失能失

智老年人提供健康安居普惠服务

方面走到了前列。

深化医改 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

作为“岭南成药之乡”，佛山有

着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和发展

基础。作为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过去十年来，佛山大力

建设中医药强市，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让中医药事业不断迸发

出新的活力。

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是

中医药振兴发展的重要保障。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

展，成立以市长为组长、分管市领

导为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领导

为成员的佛山市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领导小组。在政策上，佛山制

定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

新发展的实施方案》《佛山市中医

药强市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3

年）》《佛山市中医医疗服务能力提

升行动计划（2020-2025 年）》等

10余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配套

文件，涵盖中医重点专科建设、人

才培养、质控管理等多个方面，全

方位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

过去十年，佛山中医药服务体

系日益健全，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

呈稳步增长趋势。2021年，全市共

有中医类医疗机构367家，占全市

医疗机构的14.5%，较2012年增加

308家，年均增长22.52%。

与此同时，中医资源配置不断

强化。十年来，中医床位数由2012

年的 3532 张增加到 2021 年的

6521张，增加 2989张，年均增长

7.05%，中医医师由 2012 年的

1707人上升到2021年的3695人，

增加1988人，年均增长8.96%。中

医人均资源拥有量不断增加，2021

年每千人口中医床位数为0.68张，

较2012年增加0.24张；每千人口

中医医师为0.38人，较2012年增

加0.17人。

此外，中医服务量也在持续增

长，占全市医疗服务比重不断加

大。2021年，中医诊疗量1424.40

万人，较2012年增加521.80万人，

年均增长5.20%，占全市总诊疗量

的18.22%，较2012年提高6.65个

百分点，占全省中医总诊疗量的

7.7%。截至2021年，佛山二级及

以上综合医院、妇幼保健院均设置

了中医科；二级及以上中医类医院

设 置 康 复 医 学 科 的 占 比 达 到

100%、二级及以上中医类医院设

置治未病科的占比达71.4%；10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都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

传承创新 加强中医药强市建设

“一老一小”的生存发展质

量，涉及千家万户，托起全龄友好

的两端。为此，佛山市卫生健康系

统大力推动“一老一小”工作，不

断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21年，经市政府同意，市

卫生健康、民政、发改、医保等9

部门联合出台了《佛山市提升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养结合能力试

点实施方案》，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医养结合

机构，力争在存量5000张医养结

合床位的基础上再增设5000张，

使全市医养结合床位数总量达到

10000张以上。截至2022年第三

季度，今年新增医养结合床位数

1344张，全市医养结合床位累计

数共7000余张。

聚焦“老”的方面，佛山先

行先试，在全省率先探索打造

“家门口医养结合”服务模式，打

造均安镇“家门口医养结合”健

康安居服务样板和健翔医院、南

海七院“医院康养转型发展”服

务样板以及狮山、杨梅“两院医

养融合发展”服务样板，初步建

立起了“医办养”“养办医”“签

约合作”“社区服务”的“四位一

体”医养结合服务网络。

围绕“小”的方面，佛山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要实施“养

育成本减负工程”，要求加快发展

公益普惠托育服务，推进托幼一

体化，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鼓

励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努力

满足群众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近年来，佛山着力构建普惠

多元的托育服务体系，建立了佛

山市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分管副市

长担任召集人，制定《佛山市促

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工作实

施方案》《佛山市“十四五”时期

“一老一小”整体解决方案（送审

稿）》《佛山市示范性托育机构创

建工作方案》等促进全市托育服

务高质量发展的配套文件。

经过多年努力，佛山全市托

育服务资源实现了快速增长。截

至2022年9月，全市实际开展托

育服务的机构961家，比2020年

增加 305家；可提供托位46230

个，比2020年增加13865个；每

千常住人口拥有托位数4.6个，比

2020年增加1.2个，托育服务供

给量居全省前列。

一老一小 托起全龄友好的两端

十年来，满足广大群众对于

优质医疗服务的期盼，也一直是

佛山卫生健康工作的重点之一。

2019年起，佛山在全省地级

市中率先实施高水平医院建设

“登峰计划”，由市、区两级财政3

年投入16亿元，建设11家高水平

医院 （含 1家民营医院）。2021

年，市一医院获评“广东省高水

平医院”，市一医院麻醉科获批

“十四五”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

项目。“登峰建设重点单位”在公

立三级医院绩效考核中名列前茅。

目前，佛山共建有8个国家级

重点专科（含中医）、6个省级临

床高水平重点专科，69个省级重

点专科。2020年全省DRG住院服

务综合评价中，佛山市学科建设

排名全省第三，全市18个专科分

类均为优势专科。

医疗服务的提升，还体现在

老百姓看病是否便捷可及。当

前，佛山78%的镇街建有二级及

以上公立医院，基本形成15分钟

就医诊疗圈，市域内就诊率稳定

在95%左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标准化建设达标率为100%，2021

年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

便携式彩色B超全覆盖。并逐步对

全科、儿童保健门诊、老年人和

慢病支持、全科宣教和急救抢救

等方面进行设备设施提升。

作为国家医联体建设试点城

市，佛山已建成由9个医疗联合体

构成的城市网格化布局，实现全市

二、三级公立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全覆盖。同时，佛山引入广东

省人民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等高水

平医院和高等医学院校合作办医，

增强公立医院优质资源均衡化发

展，提升区、镇（街）医院综合实

力；鼓励和推动复星禅诚医院、爱

尔眼科、健翔医院、和祐美和医院

等优质社会办医大力发展，丰富医

疗资源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健康服务需求。

十年的发展与奋斗，佛山建

立完善了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全方位守护了群众的健康，

有效缓解了人民群众“看病难、

看病贵”问题，健康佛山的美好

蓝图正徐徐展开。

提升服务 实施高水平医院建设“登峰计划”

毫不放松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
断增进民生福祉。图为家庭医生在健康小屋为居
民开展健康讲座。/市卫生健康局供图

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医护人员持续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勇当抗疫“尖刀兵”。2020年初，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参加战疫的急诊科党员
在抗疫一线重温入党誓词。/医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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