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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渝北卫健函〔2024〕74 号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政协重庆市渝北区十六届委员会三次会议

第 344 号提案的答复函

民建：

贵单位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三医协同”的建议》（第

344 号提案）收悉，经与区医保局、区市场监管局等协办单位共

同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的建议。

一是强化信息互通机制。通过成立“三医联动”协调组，各

抽调 1 名人员作为信息联络员，依托“渝快政”、“重庆市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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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监管平台”在线通讯、电话等多形式加强沟通，定期开展协

调会。分析形势，协调解决问题，讨论政策方向。构建起上通下

达的信息互通机制，确保信息快速的收集、分析、处置。特别是

对违规违法线索、重大风险隐患、药品器械突发事件等紧急事项

做到快速反应。

二是强化联合检查机制。通过建立联合检查治理机制，破除

以往单打独斗的局面，确保一个检查组检查多个事项。联合检查

中要坚持问题导向，创新监管手段，针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重点针对医疗反腐、非法套取医保资金、毒麻精放药品管控等展

开检查，确保一次检查、一次规范。实现既达到效果又减少对企

业的检查频次和压力。同时，通过检查相互熟悉对方业务关注重

点，提高发现问题的敏感度。

二、关于“促进医药供应链的协同发展”的建议。

一是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由国家联采办统一组织，药品质量

层次为原研药或者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药，医用耗材均保持原品

牌、原型号、原工艺参数。在招标过程中将同一质量层次产品分

为同一采购组，通过以量换价、挤出中间环节费用水分来惠及群

众。

二是坚持用心服务，大力扶持医药医疗产业发展。解放思想、

转变纯粹监管的观念，按照市委市政府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积

极发挥各单位的职能作用，坚持“服务在管理之前，管理于服务

之中”，统筹好坚守安全底线与追求发展高线的关系，强化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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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精准服务。三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集中力量解决企业

发展中遇到的“急难愁盼”问题，对于各自职能范围内不能解决

的问题，及时向区政府请示汇报，争取其他职能部门的支持，积

极助推我区医疗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关于“突出公立医院医疗技术、综合服务能力提升”的

建议。

一是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市精卫中心落户渝北，区妇幼保健

院迁建、区二院扩建工程已开工。回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装修已

完工，新双凤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完成 40%的工程量，“一镇

街一机构”目标即将实现。配齐更新医疗设施设备，先后购置

ECMO3 台、救护车 16 辆，7 家基层医疗机构配置 CT，所有基层

医疗机构均配置呼吸机或高流量湿化氧疗仪 2-3 台，监护仪增

至 1706 台，血透机增至 220 台，医疗机构硬件条件不断改善。

二是狠抓医疗能力建设。区中医院顺利创建三级中医院，区

疾控中心成功创建“三乙”疾控，创建甲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2

家、农村区域次中心 1 家。建成全市首个跨省域医共体，争取

市级资金 630 万元。引进博士 6 人、正高 5 人、国医大师 1 人、

岐黄学者 2 人，承办重庆整合医学大会，区人民医院挂牌成为渝

北区肿瘤医院、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渝北医院。

三是狠抓数字化建设。投入 2300 万元升级全区卫生信息化

平台，搭建数字健康驾驶舱，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完成检验检查数

据对接，112 项检查项目已实现互认，累计上传影像报告 12.72



—4—

万条，检查结果跨机构调阅 1345 次，入选全市“一键急救”试

点区和“渝康互认”成效展示区。依托区人民医院打造远程会诊

中心、远程心电诊断中心、远程影像诊断中心、远程病理诊断中

心、远程慢病管理中心，2023 年远程视频会诊 215 例、影像会

诊 1.5 万例，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四、关于“建立跨部门的监管协同”的建议。

一是强化数据赋能，建成“医保智能场景监管”系统，提升

基金监管效能。完成了医保场景监管平台软硬件开发建设，对全

区 56 家具有住院和血液透析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实行住院监控、

血透监控、门诊监控、协同监管、分析预警。系统上线后，大大

降低了人工监管工作量，有效遏制了医保违规行为，有力保障了

医保基金安全。

二是强化智慧监管，综合利用网络+监督，通过大数据手段

实现监管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全面筛查疑点数据，确保网审全覆

盖审核率达到 100%。监管工作注重用数据说话，积极开展数据

统计分析，对费用异常的医疗机构开展重点监管。

三是创新监管手段严查欺诈骗保行为。注重发挥部门联动作

用，每年会同区医保局、区公安分局、区审计局、区财政局等部

门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通过联合区医保局、区委政法委等 5

部门进行跨部门协同监管，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整治行动，运

用好信息共享机制，切实发挥综合监管机制作用。将医疗机构违

规案例通报相关主管部门，按规定及时将违法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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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综合惩戒，做好跨部门监管协同，加强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

击力度。2023 年，通过聚焦骨科、血液净化等重点领域和异常

增长的药品、耗材等重点行为，对区人民医院等 7 家医疗机构开

展专项检查，查实违规费用 44.64 万元，目前已全部处理到位。

聘请第三方机构开展专项审计，对全区 58 家定点医疗机构共查

实违规费用 220.86 万元，处罚款 221.95 万元。与合川医保局联

合开展飞行检查，共计查处 4 家定点医疗机构违规金额 43.48 万

元。全年开展各类检查 1685 家次，共处理违规机构 272 家次；

主动通报曝光定点医药机构违法违规案例数 219 家次，追回违法

违规金额 462.24 万元，处罚款（含违约金）471.86 万元；通过

自查自纠主动退回医保基金 82.52 万元，医保定点医药机构“不

想骗、不能骗、不敢骗”的氛围已初步形成。

四是强化案件联查机制。在监管执法中发现涉及对方单位管

辖的违法违规线索，要及时进行通报，对可能存在关键证据灭失

风险的，发现线索单位应及时收集和固定证据。案件查办结束后，

查办单位要及时向发现线索单位反馈查办情况。对投诉举报、核

查协查中涉及对方单位管辖的内容，要及时转交或开展联合检查。

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的执法优势，对于涉及多部门的严重违法行

为，要实现深挖重处，打通全链条。

五、关于“强化分级诊疗体制”的建议。

一是深化“医疗反哺”改革。采取“4+1 联合”模式，由 4

家区级医院牵头，重医附三院协同，对 21 家基层医疗机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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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畅通双向转诊通道，打造慢病管理、中医养生、妇幼

健康、特色专科四大部，帮助基层医疗机构新建特色专科服务部

10 个、专科门诊 4 个，填补临床技术空白 182 项，开展业务、

技术培训 1256 次，专家健康讲座 302 次，下派专家 1997 人次，

义诊 1.89 万人次。

二是深化“县聘乡用”改革。按照“县聘乡用”人员数量不

得低于当年招聘执业医师类人员总数的 80%的要求，选派 125 名

区级业务骨干，分两批全脱产下沉到基层 1 年。将“县聘乡用”

人员融入家庭医生团队，协助团队长开展家庭医生工作管理和诊

疗服务，目前，县聘乡用人员开展无痛胃镜下胃息肉切除术、人

工股骨头置换术等手术共 2910 例。在全市率先出台“乡聘村用”

方案，按照不低于 10%比例，安排乡镇卫生院医师下沉村卫生室，

组建乡村医疗“反哺”团队定期开展巡诊义诊，对参与“乡聘村

用”的医师及乡村医生，分别按照每年 1 万元/人、3.5 万元/人

兑现补助。成立医疗卫生发展和技术服务协作资金池，全额保障

“县聘乡用”人员绩效及“乡聘村用”补助，乡村医疗队伍稳定

性持续提升。

三是优化公共卫生服务。组建家医团队 219 个，八苗接种率

增至 98.44%，65 岁老年人健康管理率增至 72%，2 项赛马指标处

于全市 A 档。规范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 99%。规范糖尿

病、高血压、艾滋、结核等重大疾病管理，全区适龄女学生累计

接种 HPV 疫苗 1.2 万剂次，在茨竹中心卫生院打造高竹新区星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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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门诊，公卫医师“三基三严”大比武获全市第一。建成全市

最大的应急救护培训基地，迎接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会长王可调研并获好评。

四是优化医疗保障网络。将远程诊疗等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

付范畴，对按规定转诊的住院患者，转往上级医院可连续计算起

付线，向下转诊不再重复计算，医保支付杠杆作用更加凸显。将

符合条件的 2.3 万人纳入医疗救助对象，纳入“两病”管理对象

1.15 万人，同比增长 17%。开通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机构 1437 家，

国家谈判药品“双通道”药店 5 家，群众看病购药更方便。扎实

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累计为群众节约费用约 2 亿元，

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此答复函已经杨政主任审签。对以上答复有什么意见，请填

写在答复函回执单上，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联系人：乔琪，联系电话：67808620。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4 年 5 月 9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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