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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儿科服务 守护儿童健康
我省打造高质量儿童医卫服务体系，力争2030年每千名儿童有1.3位

儿科医师、3.1张床位

建设高质量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推进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福建医院、复旦大学附属
儿科医院厦门医院建设成为国家儿童
区域医疗中心的样板，提升区域儿科医
疗水平。强化儿童保健服务网络建设，
每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至
少配备 1名提供规范儿童基本医疗服
务的全科医生，至少有 2名具备儿童保
健服务能力的医生。到 2025年底，乡
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儿
科常见病诊疗服务比例达到90%以上。

□链接

支持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项目建立儿科专科医联体，支持儿科领
域前沿技术发展与转化，加强中医医院
儿科设置，围绕优势病种，优化诊疗方
案，积极开设儿科专病门诊。引导紧密
型医联体内医疗机构儿科医师参与家
庭医生团队，提高儿童签约服务覆盖
率。优化儿科医疗服务流程，充分运用
新技术提升儿科医疗服务舒适化、智慧
化水平。加强儿童心理健康和精神卫
生服务，提供高质量的儿童疾病预防和
健康管理服务。

逐步考虑将儿童治疗周期长、健康损害大、费用负担重的疾病门诊费用纳入
居民医保慢性病、特殊疾病保障范围。多渠道争取资金优先支持医疗卫生机构
开展儿科病房、儿童友好环境设施等项目的改造或建设。鼓励本省药品上市许
可持有人开展儿童用药品种研发工作，针对儿童用药品种开发适宜的新品种、新
剂型、新规格。

依托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培养储备一批在儿科领域具有突出临床和科
研能力的复合型儿科人才。落实儿科岗位管理制度，合理设置儿科岗位，鼓励医
疗机构对儿科等紧缺岗位进行适当倾斜。

建设高水平
儿童医疗服务网络

提供优质化
儿童医疗卫生服务

完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配套政策

加强现代化儿科人才队伍建设

推动基层提升儿科诊疗能力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要通过优化公立医院

薪酬制度改革等方式，补足医院包括儿科在内的多个短板弱项专业的发展，壮大
和改善医疗服务队伍。

长期以来，儿童就医难、儿科医生荒等问题，是困扰儿童医疗服务供给的“顽
疾”。从全国层面看，近年来我国儿科医疗资源不断增加，医疗服务能力大幅提
升。据国家卫健委统计，目前全国儿童医院达162家，设有儿科的公立综合医院近
4400家，每千名儿童儿科执业医师从2015年的0.49名增加到2023年的1.02名。

但不可否认，儿童医疗服务供需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每到儿童季节性疾病
高发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一方面，掌握优质医疗资源的“金字塔尖”儿童专科
医院、儿科“一号难求”，医生超负荷工作；另一方面，一些基层医院却遭冷遇。儿
童就医“分级诊疗”真正落地，任重道远。

为补齐儿科服务短板，国家卫健委提出2025年将“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
医院均提供儿科服务”纳入为民服务实事项目。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正
莉说，理想的状态是“分级诊疗”。“感冒发烧等儿童常见病，由
基层医院承担，缓解分流压力；三甲儿童医院则集中精力突破
疑难杂症。”

国家卫健委已采取多项措施，如推动基层医疗机构提升儿科
诊疗能力；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和远程医疗服务，部分乡村地区的
儿童医疗服务更加便捷；“分级诊疗”制度逐渐落实。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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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卫健委等10部门印发《福建省推
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从

四个维度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儿科医疗
资源配置和服务均衡性逐步提高，每千名儿童拥有儿科

执业（助理）医师数力争达到1.3人、床位数达到3.1张，
儿童医疗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到2035年，基本

形成以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为引领，城乡均
衡、协同高效的儿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实现儿童“大病重病在本省解决，
常见病多发病在市县解决”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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