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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 旸

总结经验和亮点，梳理问题
和困难，谋划提升人事管理工作
质效的办法和路径……7 月 18 日
至 19 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就全
省卫生健康人事管理工作“问计
基层”，与全省各省辖市和济源示
范区卫生健康人事管理工作负责
人、各个省直医疗卫生单位人事
管理工作负责人，展开面对面的
座谈交流。

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
如何走深走实？卫生职称改革措
施怎么落实？怎样稳步推进基层
卫生人才工程，为基层留住实用
型人才……一个个卫生健康人事
管理工作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抛
出、解答，到谋划方案、确立台账，
再到明确路径、细化方案，与会代
表和相关管理专家们在座谈中进
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2024 年是我省卫生健康事
业谋篇布局、转型发展、创新突破
的深化之年。在这个关键节点，
全省卫生健康人事管理工作要

‘问计基层’，就是要提高站位看
人事，敢于担当干人事，满怀情感
管人事。让全省卫生健康人事管
理者们能够上下一心，多谋划好
办法，多交流好经验，多挖掘深层
次问题，共同探讨解决办法，为全
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强的人才支撑。”省卫生健康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周勇在座谈中
说。

引进、培养、服务高层次
人才

2024年，省卫生健康委把人才
队伍建设作为卫生健康“十大专
项”之一，纵深推进。全省上下加
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大力

引进和培养顶尖、领军、青年、基层
和急需紧缺等人才；加快高层次人
才培养，推进中青年人才培养，强
化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全力营造人
才辈出“小气候”。

省卫生健康委人事处会同办
公室、财务、规划、科技教育、医
政、中医药、妇幼健康等相关处室
成立了人才工作专班，专项推进卫
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努力拓
宽高端人才引进渠道、加大人才培
育支持力度、发挥职称评审导向作
用、促进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推动
优秀人才下沉基层。

座谈中，河南省医学科学院人
力资源部部长高富国结合着力打
造高水平人才集聚体系等重点，介
绍了省医学科学院在创新高层次
人才引育举措领域的具体做法。
自 2023 年 7 月 15 日重建揭牌以
来，省医学科学院坚持平台引才、
以才引才、柔性用才、精准育才，分
类引育海内外一流领军、优秀青
年、急需紧缺、医疗卫生领军、医工
交叉5类人才。

为此，省医学科学院领导带
头集聚人才，建立海外高层次意
向人才引进专班。完善政策吸引
人才。出台打造高水平人才集聚
体系实施方案和一流领军人才、
优秀青年人才岗位设置及实施办
法、博士后管理办法等政策，制订
海外引才方案，创新引进方式、福
利待遇、培养措施、评价体系、使
用体系、激励体系“六大机制”，采
用“体制内保障+市场化薪酬”方
式，提高人才吸引力。建强平台
招引人才。以建设高能级科研平
台为载体招引人才。超常举措培
育人才。首批与郑州大学、河南
大学、河南科技大学等 4 所高校

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
生。

与省医学科学院类似，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在引进、培养、留
用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方面也进
行了积极探索。该院人事处处长
李建军在座谈交流中说，2022 年
至今，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引
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52 名。其中，
全职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 16 名，
柔性引进36名。院方结合实际印
发《面向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实
施办法（试行）》和《高层次人才培
养实施办法（试行）》，明确了引进
高层次人才的具体标准、工作程序
以及人才培养的选拔程序及激励
措施，遵循“增强现有优势学科和
急需发展学科并重”“全职引进和
柔性引进相结合”的原则，积极引
进人才。

河南省人民医院则积极实施
“23456”人才工程。加快全院高层
次后备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
人才结构，建立合理的人才梯队。
对20岁~30岁的种子人才、30岁左
右的骨干人才、40岁左右的栋梁人
才、50岁左右的拔尖人才、60岁左
右的功勋人才，创新平台、压实担
子、牵头项目，在培养中提升能力，
在实践中人尽其才，在“传、帮、带”
中凝聚发展动能。

在焦作市，卫生健康部门努
力争取卫生健康领域人才政策。
在“怀川英才计划 1+18”政策的
基础上，焦作市结合卫生健康工
作实际，初步拟定了《焦作市高层
次医学人才引育激励实施细则》，
从职务岗位、职称评聘、安居保
障、科研经费、生活补贴、引才津
贴、学历升级、培训培养等方面积
极争取市级政策支持。在三门峡
市，市卫生健康委认真落实河南
省、三门峡市人才引进政策，对引
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安家费和人
才津贴，落实好人员编制、养老保
险、医疗保险、工资福利待遇，并
在住房、子女上学、医疗、文化以
及配偶就业方面给予倾斜，努力
用待遇留人。近 3 年，三门峡市

卫生健康系统引进博士研究生 3
名。结合《三门峡市名师名医名
家培养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开展
名医评选工作。2022 年，三门峡
市委、市政府授予省卫生健康委
推荐的 5 名医生“拔尖人才”称
号、14名医生“名医”称号。

周勇说，全力引进、培养、服
务高层次人才是全省各地、各单
位需要研究的课题。从 2024 年
开始，省卫生健康委会同省医学
科学院实施“三个 100”计划，3 年
内分批培养 100 名高水平临床研
究型医生、100 名临床医学科学
家，每年遴选资助 100 名拔尖青
年人才赴国（境）外参加中长期
培 训 ，2024 年 首 批 分 别 培 养 40
名、40 名、100 名。在青年人才培
养上，建立优秀青年人才职称评
审专用通道，省卫生健康委积极
发掘并推荐优秀青年人才参加
全省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考
核认定，2024 年全省卫生健康系
统共有 8 名 35 岁以下青年人才
获得正高级职称，7 名 30 岁以下
青年人才获得副高级职称，最年
轻 的 正 高 级 职 称 获 得 者 仅 30
岁。此外，省卫生健康委还将持
续实施卫生健康中青年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项目和学科带头人
培养项目，遴选中青年科技创新
人才 60 名，选拔培养中青年学科
带头人 30 名。

释放基层卫生健康人才
活力

近年来，省卫生健康委在基
层卫生人才培养上，持续实施基
层卫生人才工程，做好特招特岗
招聘工作。结合近几年的特招特
岗招聘完成情况，确定了 2024 年
招聘计划，共招聘 2600 名医学毕
业生（含 100 名研究生、1100 名本
科生、1400 名专科生）和 200 名特
岗全科医生，还鼓励各地根据实
际需求自行追加专科生招聘计
划。

为了探索出更为科学、有效
的路径，稳步推进基层卫生人才

工程，为基层留住实用型人才，省
卫生健康委在当天的座谈中广泛
征集各地、各单位的好经验、好做
法。

开封市卫生健康委人事科科
长赵长明说，开封市正在探索多
渠道补充基层人才资源。根据国
家、河南省、开封市关于大学生乡
村医生公开招聘工作相关要求，
开封市分别于 2023 年、2024 年开
展大学生乡村医生公开招聘，为
村卫生室招聘择业期内医学专业
高校毕业生共 37 名。按照河南
省、开封市关于加强疾控机构人
才队伍建设工作相关要求，积极
落实为疾控机构增加编制工作，
核定增加约200名编制数。同时，
全市还积极开展特招特岗招聘，
2021 年~2023 年，全市计划招聘特
招毕业生 428 名，特岗全科医生
36 名；经过笔试、面试、体检与考
察等环节，共招聘特招毕业生 278
名、完成率为 65%，招聘特岗全科
医生30名、完成率达83.3%。

“安阳市积极开展优秀人才下
基层活动，引导优质医疗卫生资源
下沉。截至目前，共为基层培养骨
干医生 1061 人，培训专业技术人
员2142人，为202个非贫困村乡村
医生空白卫生室派驻乡村医生。
重点加强基层卫生人才培养，2023
年以来共培训基层骨干人员 103
名、骨干全科医生95名、乡村医生
1616 名。”安阳市卫生健康委人事
科副科长李宁说。

据商丘市卫生健康委人事科
科长崔三跃介绍，商丘市以实施

“基层卫生人才工程”为契机，加强
基层卫生人才的引进与培养，自
2015 年实施特招特岗招聘以来，
全市共为基层招聘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 3620 名。商丘市的特招特岗
招聘工作采取市级统一组织笔试、
县级组织面试方式实施。近3年，
全市共为基层招聘卫生专业技术
人员978名，其中硕士研究生2名、
本科生187名、专科生789名、特岗
医生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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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南阳市社旗县李店乡，村民们正通过南阳市中医院的移动应急智能中药房领取药品。当下正值酷
暑，加上南阳连续多日强降雨，不少村民出现腹泻、皮肤瘙痒等疾病。南阳市中医院医务人员先后深入卧龙区英
庄镇、社旗县李店乡开展灾后送医送药义诊活动，并通过移动应急智能中药房，免费为村民调配免煎颗粒中药。

乔晓娜 李 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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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 琦
通讯员庞红卫）以往的医学
观点认为，60 岁以上的白血
病患者不适合进行造血干
细胞移植治疗。然而，近日
记者从河南省肿瘤医院获
悉，该院血液科周健团队成
功为一名 65 岁的急性单核
细胞白血病高危型患者实
施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打破了年龄“禁区”，刷
新了河南省内同胞全相合
造血干细胞移植最高年龄
纪录。

65 岁患者黄先生是一
名退伍军人。2024 年 1 月中
旬，他被诊断为急性单核细
胞白血病。经过两个疗程
的新型靶向药物治疗，他的
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并
没有得到根治，就目前的治
疗技术而言，异基因造血干
细 胞 移 植 是 唯 一 治 愈 办
法。经过比对，黄先生与其
妹妹（55岁）配型成功了。

因 前 期 化 疗 和 反 复 感
染，黄先生身体状况下降，
且供者年纪偏大，能否采集
到足量的外周血造血干细
胞 ？ 干 细 胞 能 否 顺 利 植
入？植入后的排异反应会
有多大……面对这些棘手
的难题，周健邀请血液科专
家进行了科内病例讨论，并
与相关科室进行多学科会
诊，最终制订了周密的治疗
和护理计划，做好了充足的
预案准备。

在做好充足的术前准备
后，4月11日，干细胞采集师
为黄先生回输了足量高质
量的造血干细胞。

干细胞回输后的这段时
间，由于免疫系统和造血系
统已被清除，而新回输的干
细胞尚未“生根发芽”，为了
避免黄先生出现严重的感
染和出血风险，周健团队对
其进行了细心诊疗和精心
护理。黄先生仅出现了轻
微的肠道感染和口腔溃疡，
并很快得到了控制。

在回输造血干细胞后的
第 12 天，黄先生的白细胞数
量为 0.93×109/L（升）；血小
板数量为 41×109/L；中性粒
细胞计数为0.52×109/L。这
表明黄先生的粒细胞和血
小板已经顺利植入，达到了
出舱的条件。

出舱后，黄先生说：“没
想到我这么大年龄能顺利
出舱，没出现严重的并发症，也没有发生大家担
心的排异和感染。我非常感谢周健团队，谢谢大
家的辛勤付出。”

据了解，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的重要且有效的方法。在过去，由
于高龄患者同胞全相合供者较为缺乏，且接受清
髓性预处理方案的治疗相关死亡风险相对较高，
因此较少进行移植。如今，随着移植技术的进步
和老年移植体系的优化，异基因移植已经成为高
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一种潜在的、有效的治
疗方法。在河南省肿瘤医院，已经有多例像黄先
生这样年龄大于 60 岁的患者成功进行了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并且获得了与 60 岁以下患者移
植同等的疗效。

本报讯（记者刘 旸 通讯员张
璐鹏）日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
通知，公布洛阳市中医院临床中药学
等55个学科（含培育学科）为河南省
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此次入选的 55 个学科，经过申
报推荐、专家评议、公示等程序最终
确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河南省中
医药管理局）要求各地、各单位强化
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省辖市中
医药主管部门、省直单位要高度重视
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工作，切实抓好
本辖区或本管理单位入选学科建设
的指导、监督工作，明确学科建设单
位、学科带头人职责。学科建设单位
为责任主体，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
任人，负责本单位学科建设的全面工
作，要建立学科建设工作组织领导和
管理机制。学科带头人要按要求科
学确定学科发展规划，认真落实好学
科建设任务，高效推进学科建设工
作。

同时，各地、各单位要规范过程
管理，确保建设成效。省卫生健康
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定期组织开展
中期检查和期满验收，对中期检查
和期满验收不合格的学科，将取消
项目资格，确保项目取得实效。要
完善政策环境，保障经费投入。各
省辖市中医药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
要加大学科建设支持投入力度，创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科学完成各
项建设任务提供必要的支持政策和
条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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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25日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当前我国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长江

等流域防洪峰、防决堤、排内涝压力不减，黄河、淮河、海河、

松辽流域有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叠加台风进入活跃期，防汛

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各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始终绷紧

防汛抗洪这根弦，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防汛抗洪

救灾这场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