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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十四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
政策解读

一、编制背景

“十四五”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是玉溪市努力建设滇

中崛起增长极、乡村振兴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时期。

为引领全市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玉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

高水平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

法》、《玉溪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云南省“十四五”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

结合玉溪实际，编制了《玉溪市“十四五”卫生健康发展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

二、编制思路

《规划》以全面提高全市各族人民健康水平为出发点，以紧

扣玉溪市情、前瞻昆玉同城发展趋势、对标世界一流健康城市为

引领，以全面落实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为指引，对发展思

路、主要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分别进行了部署。

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方面重点倡导“三个加快推进”，即加快

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模式切实向以预防为主转变；加快推进各

部门、各机构切实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强沟通与协作；加快

推进全市卫生健康服务环境与水平向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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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康产业发展方面，与《玉溪市大健康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35 年）》衔接，以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健康产品为

出发点，突出特色引领，发展优势产业集群，打造产业高地，着

力将大健康产业培育成为玉溪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和国民

经济的支柱产业。

三、主要内容

《规划》分为四个部分。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时期玉溪市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

五个方面。一是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由 2015

年的 75.49 岁提升至 2020 年 78.42岁，高于全省 4.4 岁，全市整

体健康水平走在全省前列。二是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整体效率不断

提高。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模式逐步由扩张型向内涵型转变。全市

床位规模年均增速控制在合理区间范围内，医疗卫生机构平均住

院日由 8.7 天缩短至 7.8 天，医疗卫生服务人力资源快速增长。

三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领跑全省。被列为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首批国家级示范城市，受到国务院办公厅落实有关重大政策

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通报表扬及专项资金激励支持。基本实现

大病不出县。四是健康城市建设成效初显。实现国家卫生县城全

覆盖，建成国家卫生乡镇 1 个。五是具有玉溪特色的大健康产业

初具规模。2020 年，全市健康服务产业医疗卫生服务营收 67.3

亿元、“健康+金融业”营收 27.8 亿元。

存在的问题和短板主要体现在：工作理念上，“健康融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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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策”的实践力度仍需加强；资源布局上，县（市、区）间、

城乡间卫生健康服务资源供给不均和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仍然

存在；服务能力上，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现代化服务能力不高，市

办医疗卫生机构与“环境一流、技术一流、服务一流的区域高地”

目标也还有很大距离；体制机制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

仍需完善，“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协同的力度仍需加强。

（二）总体思路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

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以健康中国战略为统领，融入

服务健康云南发展新格局，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以提高全民全面健康水平为核心，以建成世界一流的健康宜居城

市为目标，全面落实新时期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将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转模式、促协作、提质量，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优化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各族群众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

服务，为建成滇中崛起增长极、乡村振兴示范区、共同富裕示范

区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保障。

2.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促进共商共建共享。把党

的领导贯穿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领域、全过程，强化政府、社

会和个人维护健康的责任，共筑健康环境与社会。坚持健康优先，

促进均等公平可及。全面提升优质卫生健康服务可及性，全面提

升全市健康水平。坚持预防为主，促进上下联动协同。提高全市

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整体效率与质量。坚持改革创新，促进治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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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升。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高全市卫生健康行业

现代化治理能力。

3.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包括 4 个方向的总体目标和健康水平、健康环境与

健康行为、健康服务体系、健康管理、健康保障、健康产业 6 个

维度的 25个主要发展指标。主要发展指标如下：

表 1 玉溪市“十四五”卫生健康规划主要指标

领域
序

号
主要指标 单位 2020 年 2025 年 指标性质

健康

水平

1. 人均预期寿命 岁 78.42 力争达到 79 岁 预期性

2. 健康预期寿命 岁 64.91 逐步提高 预期性

3. 孕产妇死亡率 /10万 21.32 ≤10 预期性

4. 婴儿死亡率 ‰ 3.52 ≤4 预期性

5.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5.22 ≤6 预期性

6. 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 13.88 13.00 预期性

7. 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 -
每年降低 0.5个百

分点以上
预期性

健康

环境

与

健康行

为

8.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 % 22.94 >25 预期性

9. 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 % - 24 预期性

10. 国家卫生城市（县城）占比 % - 100 预期性

健康

服务

体系

11.
每千人口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6.26 7.09 预期性

12.
每千人口

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3.12 >3.56 预期性

13. 每千人口

中医类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0.53 0.62 预期性

14. 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 人 4.34 >4.76 预期性

15. 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 人 2.52 >3.46 约束性

16. 每千人口药师（士）数 人 0.35 0.54 预期性
17. 每千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 人 0.80 1.04 预期性

18. 每千人 0-3 岁婴幼儿托位数 个 - 4.5 预期性

19.
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含中

医医院）设置老年医学科的
% 30 70 预期性

1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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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序

号
主要指标 单位 2020 年 2025 年 指标性质

比例

健康

管理

20.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适

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 95 96 预期性

21.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 93.35 93 预期性

22. 3 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 % 97.36 95 预期性

23. 严重精神障碍规范管理率 % 95 96 预期性

健康

保障
24.

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

的比例
% - <28 预期性

健康

产业
25.

健康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年

均增速
% - 20 预期性

（三）重点任务

共 8 个方面 33 项任务和 4 个重点任务专栏。一是医防融合，

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具体包括 4 项任务，即提高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核心能力、强化医疗机构公共卫生责任、完善重大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体系、提高重大突发事件救治能力等。二是中西医并重，

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具体包括 5 项任务以及 1 个重点专栏，

即全面提升县域卫生健康服务能力、全力打造市办医疗服务高

地、全面提高中医药服务水平、全面增强医疗急救保障能力、加

快提升临床药学服务水平，实施健康服务体系提质计划。三是凝

聚共识，扎实推进健康玉溪行动。具体包括 5 项任务，即健全健

康玉溪行动推进机制、全面拓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健康

风险监测预警、加大重大疾病和意外伤害综合防控力度、加强心

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四是聚焦全生命周期，提升健康服务水平。

具体包括 5项任务以及 1个重点专栏，即增强妇幼健康服务能力、

完善家庭发展健康支撑体系、提升青少年健康服务水平、提高职

业健康服务能力、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实施健康玉溪行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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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计划。五是协同联动，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具体包括

5 项任务，即推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

设、推进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医疗-医保-医药改革联动、

推进综合监管制度建设。六是发挥多元优势，提高健康产业发展

品质。具体包括 3 项任务，即引导社会办医高质量发展、创新健

康融合业态、培育智慧健康新产品等。七是对标一流，打造昆玉

健康服务圈。具体包括 3 项任务，即超前布局玉溪主中心高质量

卫生健康服务体系、搭建昆玉卫生健康交流合作高质量平台、构

建昆玉同城发展卫生健康现代化治理体系等。八多管齐下，夯实

卫生健康发展支撑。具体包括 3 项任务以及 2 个重点专栏，即强

化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卫生健康科技创新能力、加快卫

生健康智慧化建设步伐，实施卫生健康人才“百千万”工程和智慧

健康玉溪计划等。

（四）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

领导，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作风，加

快补齐卫生健康发展短板，并把本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指标列

入政府工作目标和考核内容，明确职责，有序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各相关部门要各尽其责，密切配合，合力推进规划实施。二是加

强投入保障。进一步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逐步提高政府卫生

健康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优化政府卫生健康投入结构。健

全政府对卫生与健康投入与产出的绩效评价机制。鼓励社会资本

发展卫生健康事业。三是加强监督评估。充分整合现有统计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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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系统，完善市-县（市、区）联动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价体

系，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监督重大项目的执行情况，及时

发现和解决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高监测评估的科学性和时

效性。按期开展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增强规划执行的约束性，确

保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四是加强沟通宣传。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卫生与健康事业面临的形势与挑

战、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与政策措施，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

依法做好规划全流程信息公开和沟通交流，增强社会各界对卫生

健康工作的认知，争取全社会对卫生健康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一、编制背景
	三、主要内容
	（一）发展基础
	“十三五”时期玉溪市卫生健康事业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全市人均预期寿命
	1.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
	2.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促进共商共建共享。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全领域、全过程，强
	共8个方面33项任务和4个重点任务专栏。一是医防融合，筑牢公共卫生防护网。具体包括4项任务，即提高疾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