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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12月27日讯（记者 王
洪旭）12月27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举

行“院包科”帮扶工作座谈会及集中签约

仪式，帮扶海南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

工作，提升海南省医疗服务能力。

怎么帮？
输出医院出人才
托管受援医院一个科室

签约仪式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天坛医院、中日友好医院、中国医学科

学院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

科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

与海南省人民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一附

属医院、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海南

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海南省第五人民

医院、海口市人民医院进行集中签约，正

式开展“院包科”帮扶工作。

此次“院包科”帮扶工作分两批次开

展。原则上输出医院采取委托管理模

式，输出医院提名人员担任中心负责人

（科室主任），统筹调配中心原有团队，享

有中心内人员任免权，如任免科室副主

任、亚专业组长等；享有科室绩效分配

权，根据中心发展需求制定中心绩效分

配方案，调动中心人员积极性；享有参与

医院关于中心发展重大决策权，包括中

心重点发展方向、重大设备购置等。

海南省受援医院负责支付管理费

用，保障输出医院人员薪酬，提供良好的

工作环境及生活保障，为专科提供托底
支持和保障，充分授权输出医院运营管

理。同时，为让输出医院派驻专家更好

地融入海南，海南省卫生健康委与海南

省医学会研究支持“院包科”工作事宜，

明确输出医院派驻的副高及以上学科带

头人，聘任其担任对应海南省专科分会

的名誉主任委员，带动专业协会发展。

帮什么？
输出医院同质化培训人才团队
帮扶建设海南省级临床医学中心

近年来，围绕“小病不进城、大病不

出岛”的总体要求，海南省卫生健康委推

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

转变，推出部署实施了一系列重要改革

举措。

其中，海南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

涉及医院共19家，50个临床专科，坚持

“以患者为中心，以疾病诊疗为链条”，探

索打破原有的医学学科和诊疗科目壁

垒，组建了心血管、神经、呼吸、消化、肿

瘤、肾脏等6大器官系统疾病中心。

自2021年9月至今，通过两年的建

设周期，各建设单位在人才队伍、医疗服

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等方面均有明显进

步。同时通过省级临床医学中心目标为

引导，实现从单纯看病向医教研全面发展
转变。人才队伍持续优化，医疗服务体量
持续增大，高难度系术手术数量持续提
升，科研学术能力逐步增强。

在此基础上，海南省卫生健康委经与
国家卫生健康委沟通，制定了“院包科”帮

扶工作计划，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指派委属

（管）医院或国家医学中心、国家质控中心

挂靠单位作为输出医院，采用“院包科”的

方式来帮扶海南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建设

工作，提升海南省医疗服务能力。

下一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将充分利

用好国家卫生健康委给的医疗资源，对标

“大病不出岛”目标，逐步补齐自身短板，

提升医疗服务能力。通过输出医院的同

质化培训，努力培养人才团队，变“输血”

为“造血”，保障海南省卫生健康事业长期

持续发展。

南国都市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李绍
远） 12月26日，由省侨联和东方市政府联

合主办的2023侨商共建自贸港——走进东

方招商推介会举行，推介会以“聚侨心侨

力 共建自贸港”为主题，旨在充分发挥侨

商作用，支持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帮助侨商

寻找投资发展商机，以实际行动支持海南自

贸港建设。

推介会现场，东方市政府与4家企业签订

了项目合作协议，总投资额35.24亿元，涉及

能源、农业、加工、仓储物流等领域，将推动东

方经济社会发展。这4家企业分别是海南中

印国际加工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东方春福

农产品交易有限公司、华能海南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国家电投集团海南电力有限公司。

“选择来东方投资兴业，一是被海南自

贸港政策吸引，二是东方区位和交通优势

明显。”印尼海南总会常务副会长、海南中

印国际加工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李超成说，此次企业将在东方投资建设东

南亚（印尼）农产品、海产品物流配送（仓储）

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分3期建设。

南国都市报12月27日讯（记
者陈婧）12月27日，海南省地质矿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地矿

集团）揭牌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

海南省属国资国企布局调整进程再

迈新步。

据介绍，省地矿集团是以原海

南地质有限公司作为重组主体和母

公司，变更登记名称为“海南省地质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按照控股合并

重组方式，将有关地质企业划入，成

为其子公司。此次重组旨在进一步

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有资产运营

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海南的经济社

会发展。经过一年的筹备，目前省

地矿集团已经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

各地质企业划入工作，于12月27日

正式揭牌成立。

新成立的省地矿集团主责主

业聚焦矿产资源开发、新能源开

发、工程勘察设计与施工、生态修

复与土地综合整治等领域。该集

团将贯彻新发展理念，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保障

资源能源安全，努力实现资源增储

上产，在地质勘查、矿业开发、生态

修复、海洋油气、工勘施工等方面发

挥主力军作用。

“地贫”筛查列入婚检
常规必检项目

《优化措施》主要包括七个方面

内容：全面开展婚育一站式服务，将地

中海贫血筛查列入市县免费婚前医学

检查的常规必检项目。到2025年，各

市县婚前医学检查率达90%以上。

加强地中海贫血防治知识宣传

教育。主要围绕加强社会宣传、做好

公益宣讲、加大专业培训学习，到

2025年，群众地中海贫血防治知识

知晓率达80%以上。

强化重点人群检测。为重点人

群在婚孕前或孕期免费提供1次基因

检测服务。

提高孕期筛查诊断干预服务能

力。重点抓好筛查诊断质量、做实多

部门干预联动机制。到2025年，建

档夫妇地中海贫血初筛率达95%以

上，初筛阳性夫妇地中海贫血基因检

测率90%以上，高风险重型地中海贫

血胎儿产前诊断率达95%以上，重型

地中海贫血胎儿医学干预率达98%

以上。

做好现症地中海贫血患者规范

治疗。包括做好现症地中海贫血患

者管理治疗、加大地中海贫血临床

用血保障，对现症重型和输血依赖

中间型地中海贫血患者进行建档管

理、分类治疗，做到“一人一档、一人

一方案”。

优化医疗生活保障服务。将地

中海贫血治疗作为多层次医疗救助

重点保障范围，推动将植入前胚胎

遗传学诊断技术地中海贫血治疗费

用纳入社会医疗保险报销范围。

提升地中海贫血防治管理和科

研水平。充分发挥省、市县出生缺

陷防治管理中心、省地方病（地中

海贫血）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作用，

开展高质量项目科学研究，举办具

有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等，不断提

升全省地中海贫血防治水平。

海南地中海贫血移植仓
增加至16个

近年来，我省推动三级医疗机构

地中海贫血干细胞移植能力建设，地

中海贫血移植仓由4个增加至16个，

目前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72例。

据介绍，目前除了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地中海贫血尚无药物根治

方法，国内的基因治疗尚处于临床试

验的阶段，所以对于地贫而言，预防重

于治疗。海南正尝试构建地中海贫血

精准无创孕前/产前诊断体系，研发针

对地中海贫血的三代试管检测的试剂

盒。目前，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生殖医学科已联合多团队，准备在海

南逐步开展基因治疗重型地中海贫

血患儿的临床研究。

海南举行“院包科”帮扶集中签约仪式

京沪7家医院帮扶海南6家医院

海南出台地中海贫血综合防治优化措施

为重点人群免费提供
“地贫”基因检测

东方与4家企业签约
总投资额35.24亿元
涉及能源、仓储物流等领域

海南省地质矿业集团揭牌成立

12月27日，海南省地中海贫血综合
防治工作新闻发布会召开，会上介绍，
2020年至2022年，海南省各级财政累
计投入地中海贫血防治经费1.31亿元，
累计为27.69万对夫妇免费提供地中海
贫血初筛服务及后续诊断服务，重型地中
海贫血胎儿出生率由2019年的1.54/万
降至2022年的0.5/万，地中海贫血防治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进一步落实预
防为主防治策略，在总结2019年《海南
省地中海贫血综合防治十条措施》（《十条
措施》）实施经验的基础上，补齐短板，于
2023年由海南省卫健委牵头制定了《优
化措施》，首次提出重型地中海贫血胎儿
出生率小于0.3/万的“零出生”工作目标。

南国都市报记者王洪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