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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5日，河南县6个乡镇卫生院、
39个村卫生室全部配备使用并零差率销售基本
药物。根据《青海省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监督管理
办法》进一步完善“监管、招采、督查、补偿”四大
机制，建立药品集中采购统一结算帐户。

“十二五”期间，卫生和计生系统业务用房
建设投资 3870 万元，50 个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15072 平方米。其中，2010 年修建总投资 99 万
元，建设面积 400 平方米的赛尔龙乡卫生院业
务用房；2011 年修建县医院急救中心、高压氧
舱和医技综合楼，柯生乡卫生院业务楼、20 所
村卫生室，全年总投资 1620 万元，建设面积
6272达平方米；2012年修建总投资355万元，建
设面积1380平方米的县疾控实验室、卫生监督
所业务用房和优干宁镇卫生院业务用房；2013
年修建总投资1043万元，建设面积3860平方米
的县蒙藏医院住院楼、托叶玛乡卫生院业务用
房及 2 所村卫生室扩建项目；2014 年完成总投
资308万元，建设面积938平方米的多松乡卫生
院业务用房、六乡卫生院周转宿舍、8所村卫生
室和 4 个寺院卫生室；2015 年总投资 445 万元，
建设面积 1360 平方米的县妇幼保健院已完成
招投标，预计2016年4月开工。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从 40 元提高
到45元。全面落实14大类54项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累计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 37720
份，建档率 94.3%；高血压、糖尿病及重性精神
疾病等患者规范管理率 90.5%；一类疫苗接种
率 98%以上；免费婚检率 90.5%。住院结算更
方便，全面实行先住院后结算的患者住院模式，
极大地改善了牧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2013 年，省第四人民医院、该县三家乡镇
卫生院和县人民医院签订协议后，多次深入该
县各个帮扶单位调研，及时掌握医疗卫生工作
现状、了解医疗卫生工作需求，结合实际达成以
医疗服务、公共卫生、岗位培训、工作指导等全
方位帮扶为主要内容的中长期帮扶规划。

“十二五”期间，河南县全面贯彻党的卫生
工作方针和政策，县、乡、村三级医疗基础设施
建设进一步完善，中藏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发
挥，县级蒙藏医院重点专病专科建设工作得到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素质得到提高，医院知名
度和品牌形象获得提升。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
该县全面推行职工竞争上岗，实行以岗位考核
为主的分配制度改革，积极开展“以病人为中
心、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主题的医院管理年
活动，狠抓医疗、护理、行政管理等工作，加大工
作力度，医疗质量安全、门诊服务流程、医疗服
务行为和费用等各方面得以全面提高。

2002 年，该县蒙藏医院研究所通过争取项
目建立高原中藏药才人种种植试验基地。研究
所先后投入人力财力，收集民间偏方、方剂，研
制出对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疑难杂症具有
独特疗效的 150 余种蒙藏医药新品，并结合现
代医学理论，就牧区群众的饮食起居习惯对各
种疾病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先
后研制出“仁青”系列药品30余种，并推广运用
于临床。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目前取得制字
批号的制剂达 198 个品种，每年制剂药品量达
到 40 吨（40000 公斤），产值 800 余万元。为医
院带来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2011 年河南县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
全国中医药先进县荣誉称号；2011 年医院“高
原类风湿专科”被国家卫生部列为重点研究课
题项目，业务服务能力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2012 年“药浴专科”确定为国家级重点专科培
育单位；县蒙藏医院院长久美被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确定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指导老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目前，蒙藏医院
累计培养 500 余名蒙藏医药中等专业技术人
才，蒙藏医技能人才。并受黄南州职业技术学
校委托，在不收任何费用的情况下，投入 80 万
元购置部分教学设备，改善了教学条件，代培蒙

藏医中专生，先后培养600余名藏医专业学员，
其中500名学员已经取得中等专业学历。

优质高效服务，维护人民健康，打造群众满
意卫生事业，实现医疗需求与医疗服务实行无
缝衔接是众望所归。目前，该县以“一切为了群
众健康”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理念，以昂扬的
姿态大踏步迈向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之路。
并依据该县实际制定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思路
和目标。

按照二级甲等民族医院标准化建设的目
标，在 2020 年前，积极推进医院住院综合楼总
体规划布局，在新建成的3600万平方米住院楼
上，开放床位 113 张，使医院医疗、科研、教学、
预防、保健功能进一步完善。

力争在2020年乡镇卫生院设置6个结合地
方特色的中藏药科室，在43个村卫生室单独设
立结合地方特色的蒙藏医药科室，为广大牧民
群众提高更好的医疗服务。

以医疗质量为核心，健全完善医院规章制
度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实现科室规范化管理，
不断提升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以病历、基础
护理质量、医院感染控制为重点，形成质量持续
改进的激励机制；不断优化常见病种、优势病种
的诊疗方案，实施中藏医特殊的临床路径管理，
调整医院收入结构，推进医改进度；提供具有中
藏医药特色的康复和健康指导。重视医疗纠纷
防范，探索建立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加强
医患沟通，形成及时、高效的矛盾纠纷隐患排查
和处理机制，维护正常诊疗秩序。

2020 年前，改变人才培养模式，使传统中
藏医药发展后继有人。鼓励优秀中藏医临床人
才外出研修、参加培训等系统学习，加大与内
蒙古、西藏及省藏医院联系协调，通过“请进来”
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模式，大力培养实用型中
藏医药骨干人才。每年派业务骨干赴省内外
蒙、藏医院学习进修，并与省中医院、省藏医院
相关单位建立长期对口协作关系，以提高中藏
医药队伍业务素质。解决乡、村民族医疗单位
的建设和乡一级医疗部门中藏医岗位的正式编
制，对村一级的民族医师提供财政补贴；提升基
层中藏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有效推广中藏医

疗适宜技术，方便基层群众就医。搭建传统民
族医学共享平台。

2020 年前，建立中藏医药保护研究机构，
为加强民族医院可持续发展，研制新制剂提供
详细数据，加强中藏药材生产产业化和生物资
源可持续利用，建立高原中藏药材人工种植试
验基地和药用生态资源保护基地，进行中藏药
材人工栽培，实现中藏药材生产的产业化和标
准化，推进中藏药材大规模、规范化生产。

2020 年前，改善医院基础设施。通过财政
投入、银行贷款、国家项目建设等多种投资形
式，加快中藏医院业务综合楼及制剂设备和部
分大型医疗设备的配置；结合医改扶持中(蒙)藏
医药发展。2020 年前，力争将医院纳入定点医
疗机构服务体系，推出中藏医药惠民政策，在定
点医疗机构使用中藏医治疗的费用补偿比例在
同等医疗机构补偿比例的基础要高，引导广大
患者到中藏医疗机构就医。争取GPP标准民族
医药制剂，有省级批准文号的调剂使用在地区
省份通用。

2020 年前，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对中藏医
药有关资料进行系统、全面地挖掘整理，编辑
出版相关中藏医学著作，积极开展中藏医药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开发利用中藏医药文
化资源、继承中藏医药传统知识等工作。设立
中藏药图书资料室、中藏药标本室、收藏室等
科室并免费开放，为传承和发展中藏医药文化
营造良好环境；进一步拓展专业科室设置，加
强科室规范化建设，优化常见病、中医优势病
种中医诊疗方案，加强配置中医诊疗设备，大
力提高中医治疗率和中药饮片使用率，并达到
中医医院管理年和二级甲等中医医院的规定要
求；紧紧围绕“大专科、小综合”的工作目
标，强化医院专科专病建设，打造医院核心竞
争力。完善名医工作室功能，强化名老中医效
应，积极开展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和中医药
适宜技术推广工作；2020 年前，为患者提供
更好更安全的服务，在原有制剂厂所在地新建
一座国家级药浴中心，逐步形成系统完善、中
（藏）医特色鲜明、临床疗效显著的诊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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