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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优化

§ 民族医疗服务体系构建

1. 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立完善的民族地区三级医疗服务体系，确保基层医疗机构能够提供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2. 加强民族地区医疗机构建设，完善医疗基础设施，配备先进医疗设备，提升诊疗能力和服

务水平。

3. 培养和引进民族医疗卫生专业人才，提升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服务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 民族医药融入医疗卫生体系

1. 将民族医药纳入医疗保险体系，鼓励民族医疗机构参与医保结算，提高民族医药的可及性

和使用率。

2. 建立民族医药标准化体系，规范民族医药的临床应用，确保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3. 加强民族医药科研和创新，推动民族医药现代化发展，提高民族医药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民族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优化

1. 加强民族医疗卫生人员培训，提高其医疗服务能力和民族文化理解水平。

2. 引进先进医疗技术和设备，提升民族地区医疗机构的诊疗水平。

3. 推广远程医疗服务，打破地域限制，为民族地区患者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 民族医疗服务质量保障

1. 建立民族医疗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定期评估民族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和医疗质量。

2. 加强民族医疗服务监督管理，确保民族医疗机构规范有序运营，保障患者安全和

利益。

3. 推动民族医疗服务信息化建设，提高医疗服务效率和透明度。

§ 民族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民族医疗服务资源配置优化

民族医疗服务可及性提升

1. 推进农村医疗补助政策，减轻民族地区患者的医疗负担，提高民族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2. 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完善民族地区医疗服务网络，缩短患者就医距离。

3. 探索流动医疗服务模式，为偏远地区和流动人口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

民族医疗服务体系协同发展

1. 加强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医疗机构的合作，促进医疗资源共享和技术交流。

2. 推动民族医药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发挥民族医药的特色优势，为患者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

3. 加强民族医疗服务与民族文化传承的协同发展，促进民族文化保护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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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

1.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城乡居民：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保覆盖范

围，降低居民医疗费用负担。

2. 补充医疗保险完善保障体系：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特定疾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

等补充医疗保险，完善医疗保障体系。

3. 医疗救助兜底困难人群：建立健全医疗救助制度，保障困难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 医疗服务体系优化

1. 基层医疗体系建设：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提升基层医疗服

务能力，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常见病不出县。

2. 专科医院发展：支持和鼓励专科医院发展，提高专科医疗水平，满足患者对不同

医疗服务的需求。

3. 城市医疗服务网络建设：优化城市医疗服务网络，建立区域医疗中心和紧密型医

联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均衡分布。

§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

§ 中西医结合服务发展

1. 中西医并重：鼓励中西医并重发展，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生、疾病预防、康复调理方面的

优势。

2. 中西医协同创新：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开展中西医协同创新研究，开发中西医结合诊疗

新模式。

3. 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加强中西医结合专业人才培养，造就一批既熟悉中医药知识又掌握

现代医学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 药品供应保障优化

1. 药品供应多元化：发展多渠道药品供应，建立多家药品供应商竞争机制，确保药品供应稳

定。

2. 药品质量监管：加强药品质量监管，建立完善的药品追溯体系，杜绝假劣药品流入市场。

3. 药品价格调控：合理调控药品价格，降低药品费用负担，保障患者用药可及性。



 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

§ 医疗信息化建设

1. 医疗数据共享：建立区域性医疗信息平台，实现医疗数据共

享，便利患者就医和医疗机构协作。

2. 智能医疗应用：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在医疗领

域的应用，提高医疗诊断和治疗效率。

3. 远程医疗服务：发展远程医疗服务，解决偏远地区医疗资源

匮乏问题，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 创新支付方式探索

1. 按效果付费：探索按疾病诊断相关组（DRG）付费、按病种

付费等按效果付费方式，鼓励医疗机构提高医疗质量。

2. 总额预付费：推行总额预付费制度，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

3. 商保支付改革：鼓励商业健康保险参与医疗保障体系，探索

多种商保支付方式，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民族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民族医疗服务优化策略民族医疗服务优化策略



 民族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民族医疗人才培养

1. 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民族医疗人才培养体系，包括基础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继续教

育，逐步完善人才培养模式。

2. 实施民族医疗人才专项培养计划，通过政府资助、社会捐赠等形式，资助民族地区医疗机构选拔

优秀人员到国内外知名高校进行深造。

3. 开展民族医疗人才交流与合作项目，加强与发达地区医疗机构的合作，为民族地区医疗人才提供

进修、带教和科研机会。

民族医师队伍建设

1. 开展民族医师资格认证工作，建立统一的民族医师资格认证标准和程序，提升民族医师队伍的专

业化水平。

2. 加强民族医师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提高民族医师的诊疗水平和管理能力。

3. 完善民族医师执业管理制度，制定民族医师执业规范、考核标准和奖励机制，保障民族医师的合

法执业权益。



 民族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1. 开展民族医护人员技能培训，针对民族地区医疗机构常见疾病和多发病，开展专

科技术培训、操作技能培训和应急能力培训。

2. 鼓励民族医护人员参与学术研讨和论文发表，促进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提升。

3. 利用远程医疗技术，为民族地区医护人员提供远程教育和培训，弥补地域限制。

§ 民族医疗人才引进与激励

1. 实施民族医疗人才引进计划，通过招聘、奖励、特殊津贴等措施，吸引国内外优

秀医疗人才到民族地区工作。

2. 完善民族医疗人才激励机制，制定特殊津贴、绩效奖励、职称晋升等激励措施，

激发民族医疗人才的工作热情。

3. 加强民族医疗人才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等福利政策，

保障民族医疗人才的切身利益。

§ 民族医护人员技能提升



 民族医疗人才队伍建设

§ 民族医疗人才使用与管理

1. 优化民族医疗人才配置，根据民族地区医疗机构的需求，合理调配和使用民族医疗人才。

2. 建立民族医疗人才考评制度，定期对民族医疗人才的业务能力、工作态度和贡献进行考核

评价。

3. 加强民族医疗人才队伍建设，形成一支稳定、专业、高效的民族医疗人才队伍。

§ 民族医疗人才梯队培养

1. 实施民族医疗人才梯队培养计划，建立从基层到高级别的民族医疗人才梯队，为民族地区

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2. 开展青年民族医师培养项目，重点培养一批有潜力、有抱负的青年民族医师，逐步成长为

民族医疗事业的中坚力量。

3. 加强师承带教工作，鼓励经验丰富的民族医师带教青年民族医师，传承民族医疗技术和经

验，促进民族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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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医药发展与传承

§ 民族医药传承与创新

1. 加强传承培养，建立传承体系，培养民族医药传承人，提高其技术水平。

2. 整理挖掘民族医药知识，收集整理散落的民族医药知识，形成体系化的民族医药理论和实

践。

3. 推动科技创新，将现代科技手段与民族医药相融合，促进新药研发和医疗技术创新。

§ 民族医药现代化

1. 制定民族医药现代化标准，建立民族医药现代化标准体系，规范民族医药的生产、流通和

使用。

2. 加强民族医药药理和临床研究，开展民族医药药效、安全性、适应症等方面的研究，提升

民族医药的科学性。

3. 推进民族医药产业化，促进民族医药制药、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提升民族医药的经济效

益。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397140045121006066

https://d.book118.com/3971400451210060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