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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困难 顽强拼搏
（上接第一版）

九江长江“最美岸线”、吉安百里赣
江风光带、景德镇昌江百里风光带……
在江西，一个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生态

“新地标”不断涌现。
1998年大洪水，特别是长江中下

游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除气候反常、
降雨集中等原因外，也暴露出长江上游
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加剧，中下游
河道淤积、泄洪能力减弱，不少江段堤
防薄弱、防洪标准低等问题。

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加大投入，
加快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提
高防洪标准。长江中上游地区大力开
展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实行封山育林，
防治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中下游
地区干堤建成高标准防洪堤，清理河
障，禁止围湖造田，恢复河道行洪能力；
对过度开垦、围垦的土地，有计划地还
林、还牧、还湖；开展以堤防建设为重点
的防洪工程建设，长江干堤得到全面加
高加固，主要支流堤防以及洞庭湖、鄱
阳湖区等堤防陆续加高培厚。特别是
三峡工程建设完成，在拦洪错峰中发挥
了显著作用。

水利建设是安民兴邦的大事，关系

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

徽考察调研，将防汛救灾和治河治江治
湖作为考察重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中华民族
同自然灾害斗了几千年，积累了宝贵经
验，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不是
跟老天爷作对，而是要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规律，积极应对自然灾害，与自然
和谐相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
视生态环境保护，高度重视完善防洪体
系，不断提高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
正是得益于此，以及大力传承、弘扬伟大
抗洪精神，我国成功应对了2013年东北
地区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大洪水和
2016年长江、太湖等流域大洪水；2020
年，又一次战胜了特大洪水灾害，最大程
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国家综
合实力不断增强，随着抗御自然灾害现
代化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的治水理念
正在发生着历史性变化，中国正向着江
河安澜、人民安居的目标迈进。

（新华社记者 王立彬 余贤红）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上接第一版）多措施稳定村医队伍，实施村医育才
工程，建立“百医驻村”帮扶医生接续、村医退出动
态补充、村医队伍建设保障三个机制，村级医疗卫
生服务不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投入1000余万元建成98个规范化的基层中医馆，
覆盖全市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二、“十三五”期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存在的短板

一是医疗资源总量不足。至2020年底，全市
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6.1张，执业
（助理）医师数2.41人，千人口注册护士2.87人，
处于全省中等水平，与沪、苏、浙有较大差距。“十
四五”期间，省卫健委要求我市目标：每千常住人
口床位数7.5张，执业（助理）医师数3.3人，千人口
注册护士3.8人。

二是医疗体系不全。市级尚缺传染病医院、
中医院等专科医院。

三是医疗水平不高。卫生学科建设水平较
差。在省内有较大影响的学科还很少，临床研究
能力有待加强。目前，全市只有省级重点培育专
科1个和省级重点特色专科3个。

四是基层卫生体系较弱。乡镇卫生院人员短
缺，人员服务能力不强，结构不合理。村医年龄结
构老化、后继乏人。

五是疾控能力不强。人力资源配置不足，全市
疾控机构人力资源总量不足、普遍缺编、人员结构老
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占比过低（公共卫生专业人员
缺乏），人才流失严重，实际在岗人数不足。仪器设
备和检测能力不足，如市疾控中心有192台（件）仪
器设备，达到国家标准的81.36%，差额44件。

三、十四五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工作
举措

（一）奋斗目标
以打造健康城市“宣城样板”为总目标，到

2025年，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基本
形成，公共卫生体系进一步健全，区域医疗资源配
置全面优化，皖苏浙省级交汇区域医疗中心初步
建立，长三角区域康养示范区初显雏形，居民健康
水平和健康服务获得感显著提升。

（二）主要任务
围绕一个目标：打造健康城市“宣城样板”，初

步建立皖苏浙省级交汇区域医疗中心、长三角区
域康养示范区。构建两个编制主线：加快打造与
宣城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公共卫生体系，保障公共
卫生体系安全；从群众需求出发，打造优质高效的
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把握四大趋势，即健
康需求从基本、可及转变为高质量、精准化；卫生
资源配置从不充分、不均衡情况转变为打造“顶
天、立地、强腰”格局；医疗服务模式从重治疗、碎
片化模式转变为全生命周期、整合型健康管理服
务模式；管理模式从传统管理、线下监管模式转变
为智慧管理、重规范、以结果为导向的模式。提出
五大体系建设，构建新时代大健康治理体系、强大
的公共卫生体系、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色
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多元化卫生综合监管体系。

（三）工作举措
1、深入实施健康宣城行动，全面提升居民健

康水平
持续推进健康宣城建设。优化健康宣城推进

机制。围绕健康安徽、健康宣城建设的目标任务
要求，建立健全健康宣城考核机制，完善考核评价
体系。高水平推进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推进全
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强化重点疾病防治工作。
健全传染病防控体系。加强狂犬病、麻疹、流感等
重点传染病监测报告管理工作。加强慢性病监测
与管理。持续推动疾控、医疗和基层“防、治、管”

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能力建设。完善精神卫生综
合管理。健全严重精神障碍防治体系。提高职业
健康管理和服务水平。完善重点人群健康管理体
系。健全妇幼保健服务体系。实施母婴安全行动
提升计划。实施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加强学
校卫生和青少年健康管理。完善人口家庭管理服
务体系。建立健全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
系。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机构能力和规范化建
设，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的考核督导。

2、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构筑城市公共安
全屏障

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推动疾病预防
控制体系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疾病预防控制体
系改革，优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职能设置，强化能力
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运行保障机制。提升
公共卫生机构人员收入水平，稳定公共卫生队伍。
创新医防协同机制。推进基层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
代化。健全重大疫情医疗救治体系。提升重大疫情
医疗救治能力。推进紧急医学救援体系建设。健全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的公共卫生
应急指挥体系。推动建立事件线上实时通报、防控
措施及时部署、医疗卫生资源统筹调度的重大疫情
联防联控大数据智慧决策平台。完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建立公共卫生应急物资储备体
系。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完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监测预警体系。推进公共卫生应
急队伍建设。科学核定人员编制。

3、推进医疗资源均衡布局，稳步提升医疗服
务能力

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布局。完善“一轴六级”的
医疗资源总体格局。积极鼓励社会资本举办医疗
机构。完善基层基础医疗服务网络。提升公立医
院综合实力。提高市级公立医院综合实力。宣城
市人民医院完成二期改扩建工程。加快推进市妇
幼保健院建设。全市建成若干个省级区域医疗
（专科）中心。优化县域公立医疗资源。实施“县
域医疗卫生振兴工程”和“县级医院综合能力提升
工程”。推进基层机构服务能力升级。全面推进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

4、整合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进卫生健康高
质量发展

优化服务体系，探索专病整合健康服务模
式。发挥县级医院在县域医共体中的龙头作用。

探索专病整合健康服务模式。重点针对高风险人

群开展个性化干预。以临床为核心，推进公立医

院高质量发展。提升公立医院临床诊疗能力和技
术水平。推进公立医院医学技术创新。创新公立
医院医疗服务模式。健全公立医院运营管理体
系。加强公立医院绩效评价。以信息化支撑医院
高质量运营。建设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新文化。
夯实基层医疗卫生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持

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加强标准化村卫生室

和城市社区卫生机构建设。探索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建设和制度建设。推动社会办医持续规范发
展。鼓励社会资本在宣举办高水平综合性医院。

5、全面优化中医服务体系，推进中医传承创
新发展

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服务网络。建设市级中医
医院。鼓励符合条件的县级中医院创建三级中医
院。实现线上中药配送，实现卫生院中医馆高效
运转。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中医医院服务
能力。100%的县级公立中医医院达到标准化建
设要求。完善中医药应急预警和传染病临床救治
能力。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强中医药重
点专科和特色专科建设。加快中西医结合发展。
加强中医人才队伍建设。培养高质量中医人才。
推动中医药文化转化创新。加快中医药改革传承
创新。发展中医药养老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中医文化内涵建设。

6、完善老龄健康服务体系，深化医养结合服
务模式

完善老年医疗服务网络。组织落实老年医疗
优待政策。开展老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创建活
动。拓宽老年健康服务范围。建立健全老年健康
危险因素干预、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失能预
防三级预防体系。健全医养结合服务体系。深入
开展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提升
医养结合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

7、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培育卓越卫生人
才队伍

坚持加强医学重点学科建设。优化学科布
局，打造特色优势专科。持续打造已有的省级重点
培育专科与省级特色专科。重点发展全科、精神科、
骨科、肿瘤科、康复科和儿科。建设薄弱及“潜力”学
科。建设临床实验室，助力科创能力提升。筹建临
床实验室，支撑基础和临床科研。建立综合实验共
享平台。建立专病队伍。打造具有专科特色及优势
的科研品牌。加强基层队伍建设，提高基层人才素
质。做好基层人才引进工作。建立科学用人、留人
机制和培养制度。加强高素质人才引进与培养，优
化人才结构。强化重点人才吸引。建立吸引高素质
年轻人才流入留住机制。落实人才培养工作。

8、夯实医疗卫生信息基础，创建智慧健康服
务体系

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加快市县乡村四级
信息互通与业务协同。探索智慧医院建设。探索
建立传染病早期智能监测预警系统。促进互联网
医院建设。搭建线上诊疗途径。打造互联网医院

“云药房”。重点建设宣城市人民医院与绩溪县人
民医院互联网医院。扩大医疗卫生信息化应用范
围。医疗大数据助力“智慧卫健”。推进卫生领域
全方位的“互联网+健康医疗”应用。

9、加强医疗卫生综合监管，规范卫生健康服
务秩序

健全执法网络，构建长效机制。完善医疗卫
生综合监管法规政策体系。打造“智慧卫监”，创
新监管模式。加强综合监管，推进行业治理水平
现代化。强化综合监管分级分类管理。着力构建
社会监督机制。加大医疗机构重点监督检查。实
施“导、教、管、罚、评”五位一体的监管模式。健全
医疗卫生行业信用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疫
情常态化防控，落实卫生监督工作。

10、深度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长三角卫
生健康发展

积极引进长三角优质医疗资源，以区域医联
体、专科联盟、托管、专家工作室等方式与沪苏浙
高水平医院开展深度合作，不断提高辖区内公立
医院综合实力。深化宣城市人民医院与上海市第
十人民医院医疗集团合作协议，广德市第三人民
医院与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紧密型医联体，
打造苏皖医疗合作示范基地等。深化长三角公共
卫生合作。加强与长三角城市群合作，探索建立
长三角区域公共卫生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完善公
共卫生重大风险研判、评估、决策、防控协同机制，
加强部门间和区域间协同联动。

11、强化党建工作引领作用，促进卫生健康
事业发展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遵循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卫生健康行业党的

建设工作部署，加强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全面领

导。坚持“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

思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卫生健康

行业党的建设工作，为高质量建设健康宣城提供

坚强的政治、思想和组织保证。狠抓党风廉政建

设，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抓好日常作风
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完善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
制，科学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严肃查处卫生
健康领域不正之风和违纪违法问题。

建设新时代全域化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上接第一版）总体来说，就是发扬一
种精神、实现两个目标、推进五项工
作。具体来说，发扬一种精神，就是发
扬团结、奋进、创新、为民的工作精
神。实现两个目标，就是在全国争一
流、在全省争第一。推进五项工作，首
先就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
民，发挥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作用，让新思想飞入寻常百姓
家；其二是坚持不懈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日用而不

觉的价值追求；其三是坚持不懈实施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
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贯
彻《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精神，
厚植道德支撑；其四是坚持不懈推进
志愿服务，在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
中贡献宣城力量；其五是坚持不懈实
施文明创建工程，持之以恒推进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
文明校园创建工作，通过广泛开展群
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推动形成与
时代相适应的文明风尚。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原
芜湖地区百货公司科长吴炳南同
志，因病于2021年9月5日16点41
分钟在芜湖逝世，享年99岁。

吴炳南同志，男，汉族，1923年
9月出生，江苏吴县人，1945年3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8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苏北、苏中公学学
员，华中总兵站汽车队司机，三野特
纵炮一团炮兵连班长、排长，华东炮
司后勤部辎汽团修理营排长、业务
股副股长，安徽转业干部速成中学

学员，芜湖专区水利工程处、机械修
配厂副股长、股长、厂长，芜湖专区
宏大动力机械厂、农机局、农机供应
站科长、股长、站长，芜湖专区干校
学员，芜湖市中百站、芜湖地区百货
公司科长。1980年12月离休，享受
县处级政治生活待遇。

吴炳南同志的遗体定于2021
年9月7日9点40分在芜湖市龙华
殡仪馆火化。

宣城市经信局
2021年9月6日

讣 告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全国
中奖注数

6

107

1128

64342

1279444

10667635

安徽
中奖注数

0

4

37

2404

47889

391051

每注
金额（元）

8682830

258142

3000

200

10

5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1020412 222931

“双色球”玩法（第2021101期）

全国投注总额：393612094元，安徽投注总额：14458990元。奖池
奖金：742311198元。

中奖号码： 1 9 4

奖等

单选
组三
组六

中奖
注数
286

0

1523

每注金额
（元)
1040

346

173

各等奖奖金
总额（元)
297440

0

263479

本期投注总额：2055476元，奖池奖金：1507786元。

“3D”玩法（第2021238期）

“双色球”2021年中大奖累计（截止2021101期）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071
17151

安徽中奖注数

35
611

下期奖池（元)：742311198；双色球奖池过
亿，2元可中1000万!

0507091011中奖号码

“乐透型15选5”玩法（第2021238期）

奖等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六省市中奖
注数

0
82
4685

安徽中奖
注数

0
24
830

每注金额
（元）

0
2103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519636元，安徽投注总额：96270
元。奖池奖金：237838元。

安徽省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