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医院

寻医问诊总是有很多人排队，“看病难”能否进一步缓解？想找名医看病，一定得往外地

跑吗？幼儿看病，能不能更方便快捷、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健康是每个人成长和实现

幸福的基础，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卫生健康大事，也是人人关心的大事。从

过去到现在，再走向未来，芜湖人的健康是否更有保障？

01需求提升 “健康芜湖”不断跨越

过去几年，芜湖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直接反馈在大家的生命健康周期中，比如：



“十三五”期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0.6 岁，孕产妇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降至

12.32/10 万和 5.38‰。



 卫生资源总量稳步增长，从市中心到县（市）区，一批医疗项目相继投入使用，从

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三甲医院，医疗环境都在改善。

 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90.52%，儿童预防接种率和健康管理率均达 90%以上，高

血压患者规范管理率增长至 78.37%，人均基本公卫补助标准从 40 元提高至 74 元，“两癌”

筛查面扩大至全市适龄妇女，新生儿免费筛查病种由 2 种增加至 29 种，出生缺陷防治标

准提高至 200 元/人。





当然，与群众的要求相比，这并不够。健康需求在提升，我们的卫生健康事业也要不断跨

越。“十三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十四五”又将如何迈步？经芜湖市政府同意，市卫

生健康委与市发展改革委最新联合印发了《芜湖市“十四五”卫生健康规划》（简称《规

划》），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时期芜湖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目标、主要任务，落实保

障措施，促进我市卫生健康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



市卫健委负责人在解读《规划》时表示，“按照“3312”的总体架构，即完善公共卫生、

医疗、中医药三大体系，提升专科医疗、妇幼健康、应对人口老龄化三项能力，筑牢基

层服务一个网底，依托人才队伍、信息化两项支撑，统筹推进健康芜湖建设，全方位全

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02 这五年，芜湖谋定 7件卫生健康“大事”

“十四五”期间，芜湖卫生健康事业谋定七项重点任务：

一是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围绕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两大核心，从干预健康影响因素、维护全生命

周期健康和防控重大疾病等三方面，统筹推进健康芜湖建设，推动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预计到 2025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1.1 岁，孕产妇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优于国家标准，个

人卫生支出占比下降到 27%，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27%。

二是重点完善三大体系。



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建成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芜湖）、芜湖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成芜

湖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多点触发早期监测预警系统等，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





构建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加快建设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成市肿瘤医院、市中医医院皖南

制剂中心、市五院门诊及医技综合楼、市六院综合住院楼等项目，实施鸠江区江北医院和三山龙湖医

院等县区级项目，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与提质扩容。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落实中西医并重方针，加快构建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中医药在疾

病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中的特色作用。



三是优先提升三项能力。



包括提升妇幼健康服务能力，到 2025 年，婚前医学检查率不低于 85%，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目标人群

覆盖率不低于 80%，产前筛查率不低于 75%，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筛查率不低于 98%。





提升专科服务能力，健全专科医疗服务体系，实施“5321”工程，重点遴选 17个临床重点专科，为在

芜医疗机构打造临床学科高地。





提升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力，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健全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的服务体系，构建

生育友好型、老年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计划 2025年每千人口 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

数达 4.6 个，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比例≥80%。





四是筑牢基层网底。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实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完善基层健康治

理体系，强化县级人民医院的龙头作用，优化基层服务网底结构，加快推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优质高

效供给，全面提升基层健康服务质量与效率。

五是强化两项支撑。即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实施“华佗计划”，引进 100 名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

50名市级名医、100 名卫生优秀人才、200 名卫生骨干人才，完善政策支持，创新发展环境，打造

芜湖卫生健康人才高地；强化信息化建设，完善全民健康信息综合管理平台，推进电子病历、智慧服

务、智慧管理“三位一体”的智慧医院建设等。

六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三医联动”，深化药品供应、医疗保障、人事薪酬等改革，健全完

善分级诊疗体系，加强行业综合监管，实施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到 2025年，县域

内就诊率提升至 90%，跨省住院人次占享受医保待遇出院人次比例降至 7%左右。

七是发展生命健康产业。坚持全域共建、全民共享和全生命周期的大健康产业发展理念，立足现有产

业优势和资源禀赋，突出重点、集聚发展，推动芜湖区域形成各具特色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拓展全

链条、全健康过程、全生命周期的生命健康产业体系。



“《规划》立足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科学

谋划，突出芜湖特色，紧紧围绕如何打造区域医疗中心。同时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重

大疾病和主要健康问题进行重点突破，比如提出与三孩政策、应对人口老龄化等相适应的

托育服务、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等项目，通过谋划一批强基础、增功能、利长远的重大

工程，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可实施性，高质量推进‘健康芜湖’建设。”市卫健委负责

人表示。发展是解决一切矛盾的钥匙。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人

民城市，“十四五”芜湖将以卫生健康事业的起飞来破堵点、疏难点，回应广大群众的热

切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