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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曾昊然

昨日，记者从厦门市人民政

府网获悉，《厦门市“十四五”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印发。《规划》中提

及，到2025年，全市常住人口人

均期望寿命将达81.63岁。

打造“闽西南”医疗高地
《规划》透露，厦门将落实福

建省打造两大医疗高地的方案，

打造“闽西南”医疗高地；加快引

入世界一流优质医疗资源，积极

发展国际化医疗服务，深化与“海

丝”沿线国家医疗卫生交流合

作。以满足多层次医疗需求为导

向，促进形成多元办医格局；到

2025年，全市千人均公立医院床

位数3.22张左右，并按照不低于

1.0张、0.2张的标准，为社会办医

疗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预留

规划空间。

《规划》介绍，全市常住人口

人均期望寿命在2015年时为

80.17岁，到2020年为81.04岁，而

到2025年将进一步提升至81.63

岁。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助理）医

师数2020年时为3.12，到2025年

将提升至3.8；每万人口全科医生

数2020年时为1.91，到2025年将

提升至2.7。

强化区域医疗中心建设
《规划》表示，将重点推进复旦

中山厦门医院、复旦儿科厦门医

院、川大华西厦门医院、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厦门医院等区

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建设，推动实

施复旦中山厦门医院国家区域医

疗中心建设一期、复旦中山厦门医

院科教综合楼、厦门市儿童医院科

教综合楼、厦门市中医院康复楼等

一批重点项目。依托厦门大学附

属心血管病医院，建设委省共建国

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

同时，积极挖掘争取新的国

家区域医疗中心。实施新一轮医

疗“创双高”，推进国家临床重点

专科、省级临床医学中心、市级临

床医学中心、省级临床重点专科

和薄弱专科建设，促进诊疗能力

和水平提升，逐步减少跨区域就

医。力争在5～10年间，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的四级手术占比达到

60%左右。

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
《规划》提及，要提升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优化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布局和功能定位，

每个街道（镇）至少办好１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打造“十

五分钟健康服务圈”。优化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门急诊服务，继续

做好大医院专科医师定期到社区

坐诊、带教。到2025年，全市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的执业

（助理）医师数力争达1500名以上。

此外，《规划》还提到了城市

医联体建设。明确市级医院与

区级医院分工协作机制，探索

市级医院“一院多区”发展模

式，推动市、区级医院与社区医

疗机构的一体化管理。推动组

建由市、区级公立医院牵头，其

他若干家医院、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等为成员的城市医疗集

团，为居民提供一体化连续性

医疗服务。到2025年，每个区

内至少建成1个有明显成效的

城市医疗集团。

专家门诊费
最高500元
晨报讯（记者 黄伊娜）日

前，厦门市医疗保障局、厦门市

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

调整专家门诊诊查费有关问题

的通知（下称通知），昨起执行。

通知规定，在保证现有每位

专家每周普通门诊次数不减少

的前提下，我市各医疗机构每周

可安排开展1～2次诊治疑难杂

症为主的专家门诊。专家门诊

区域须与普通门诊分开，每半天

诊疗的患者数不超过10～15

名，每位患者平均诊疗时间不少

于15～20分钟。

专家门诊诊查费分三档实

行最高限价管理，在最高限价内

由医疗机构自主定价。一档包

括两院院士、国医大师和专技一

级，三级医院专家门诊诊查费最

高限价500元，二级医院为475

元；二档包括全国名中医、专技

二级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

受者，三级医院最高限价280

元，二级医院为250元；三档包

括福建省名中医，三级医院最高

限价150元，二级医院为135元。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厦门

山海健康步道云海线已经成为市

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记者从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了解到，为保

证步道通行质量及安全，8月起，

健康步道云海线和自行车快速道

接受“体检”。近日，记者实地探

访，了解“体检”进程。

云海线串联八山三水，全长

约23公里，投入使用已有两年

多。步道管养单位厦门山海步道

景区管理有限公司介绍，此次“体

检”包括常规检测和结构检测。

常规检测是对桥梁的外观状态进

行100%检查，初步掌握桥梁工

作状态；结构检测则增加了钢结

构涂层厚度、涂层黏结力的检

测。此次检测将持续4个月，步

道管理公司将根据结果对步道进

行保养养护。

据了解，云海线的节点桥梁

造型独特，工艺复杂。检测人员

因地制宜，制定了不同的检测内

容。例如，和美桥结构采用V塔

单侧悬挂曲线悬索桥，其跨径为

世界上同类型桥梁结构之最。记

者看到，检测人员首先登上云梯

车，把无线索力测试仪安装在和

美桥的拉索上，通过数据采集、软

件分析，得出相关拉索索力数据。

厦门山海步道景区管理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在日常管理

中，健康步道有一套完整的健康

监测系统，对多座节点桥梁的风

速、振动、倾角、应力等进行监

测。通过拉索索力测试，既可以

进一步了解桥梁的拉索索力状

况，评价桥梁运行状况的承载能

力，也能校验现有健康监测系统

的准确性，完善桥梁的日常监管。

趁着夜间步道人流量较少，

检测人员还对东渡路引桥进行模

态测试。检测人员把无线采集仪

摆放在桥面上，即可采集并分析

桥梁竖向自振频率。“通过检测掌

握桥梁的自振频率，避免桥梁在

营运过程中出现共振等不利情

况，为后续桥梁养护提供决策依

据。”检测人员说道。

接下来，健康步道将每年开

展一次常规定期检测，并在6年内

完成全路线覆盖结构定期检测。

山海健康步道云海线“体检”
将持续至年底，管理公司将根据结果进行保养

东宅村将兴建
一座街心公园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近

日，集美区东宅村双湖二里 9

号、5-1号的闲置废弃房屋已经

拆除，这里将兴建一座配备运动

器械的街心公园，未来成为当地

村民休闲娱乐、乘凉散步的好去

处。

据悉，此前，厦门市资源规

划局的工作人员在走访东宅村

时，发现这里存在村民停车难、

休闲场所选择局限性大、交通组

织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目前,

东宅村内有7处无产权集体老

旧房屋，市资源规划局经过考察

后，建议在房屋安全合格的情况

下，先行选取一处较有代表性的

老旧房屋，改造成老人活动场所

（公建），供村里老人休憩娱乐。

今年以来，针对东宅村的发

展痛点，市资源规划局在提升人

居环境、改善生活品质、增加村

民收入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整

改的建议和措施。目前部分项

目已现雏形。

《厦门市“十四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项规划》印发

2025年人均期望寿命达81.63岁

厦门将重点推进复旦儿科厦门医院等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项目建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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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步道外观进行检测。记者王世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