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城市人民政府文件
运政发〔2020〕33 号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级领军

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市直各医疗机构：

现将《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级领军临床重点专科

建设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运城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11 月 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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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级领军临床重点

专科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年）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卫生健康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医疗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医疗技术

水平较快提升，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伴随

着人口老龄化、城镇化进程，运城市优质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特别是高端医疗技术难以满足人民群众

获得高水平医疗服务的就医需求，已成为保障人民健康的重要制

约。2018 年 4 月山西省启动了“136”兴医工程，为了更好承接

省“136”兴医工程，提升运城市整体医疗服务能力，决定在运

城市开展领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计划用三年时间，实施高端人

才兴医战略、尖端技术强医战略、优质资源共享战略，为运城市

打造一批达到国家级水平的临床重点专科。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重要讲

话精神，立足运城市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实际，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为根本出发

点，着力破除制约医院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开创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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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领域改革发展新局面，为推进“健康运城”建设、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提供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

整合优质资源，创新融合发展。打造市内优质医疗资源平台，

通过高端人才引进、科技支撑、核心带动，提升整体服务能力和

技术水平。

对标国内一流，打造运城品牌。围绕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对

标一流水平，以先进技术、特色服务、品牌质量为重点，推动能

力提升、服务创新、技术升级，满足群众多样化、差异化、个性

化健康需求。

协同创新发展，保障群众受益。通过城市医疗联合体建设，

逐步实现运城市各有关医疗机构临床专科与领军临床重点专科

医疗质量同质化管理，全面提升运城市医疗质量水平，方便群众

就近就医，减轻疾病负担，增强群众获得感。

三、重点任务

以提高医疗技术水平和强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核心，以运城市

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运城市中医医院皮肤科，运城

市妇幼保健院遗传科 4 个领军临床重点专科和运城市第二医院

传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为引领，协同运城市其它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积极与省级“136”兴医工程的领军临床专科深入对接，带

动运城市整体医疗资源持续发展壮大，技术水平、服务质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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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知名度显著提高，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

匹配的医疗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运城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力争建设成为人才结

构合理、专业技术过硬，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优势学科，打造

成为黄河金三角区域的心血管内科和神经外科疑难危重疾病区

域诊疗救治中心。2022 年底前，心血管内科专业和神经外科专

业急危重症患者抢救成功率明显提高，可达到国家级临床重点专

科水平。

运城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力争建成中医特色明显、国内领先、

省内一流的中医皮肤病领军临床专科、高水平的临床科研创新平

台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打造成为国家级“中医皮肤病区域诊

疗中心”。2022 年底前，完成国家级重点中医专科复审工作。

运城市妇幼保健院遗传科建成完善的运城市出生缺陷样本

数据库，构建完成出生缺陷防控诊治平台。2022 年底前，遗传

科可达到国家级重点专科水平，遗传实验室达到省级重点实验室

水平。

运城市第二医院检验科启动建设布局流程合理、人才储备充

足、设备配备一流、检测项目齐全的传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建

设临床生物样本库，为传染病的溯源和科研提供样本支撑，打造

成为黄河金三角传染病检测服务中心。2022年底前，完成国家级

重点传染病诊治实验室评审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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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举措

（一）实施高端人才兴医战略。

深入推进实施卫生领域“凤还巢”计划，依托、引深招才引

智活动，拓宽高层次人才引进途径，建立卫生领域人才联系机制。

运城市中心医院、运城市中医医院、运城市妇幼保健院、运城市

第二医院通过设立院士（长江学者、国医大师等）工作站、聘请

专业团队、建立学科联盟等形式，引进国内一流专业医学人才、

先进管理经验，创新人才使用机制。按照“两个允许”的要求，健

全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的分配激励机制，

通过改善从业环境，提高薪酬待遇，激发创业发展动力，促进区

域外优质医疗资源内向流动。2022 年底前力争建设 2 个以上院

士（长江学者、国医大师等）工作站，引进 5 个以上国家级专家

协作团队。（牵头单位：市卫健委，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市人

社局）

（二）实施尖端技术强医战略。

依托领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平台，从临床研究、人才培养、

科技转化、技术辐射和管理示范等方面入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健全成熟可靠的前沿尖端医疗技术进入临床应用的机制，构

建优质医疗服务体系，培养临床技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实现技

术力量和医疗资源的共享、互补，为患者治疗、学术研究提供良

好的医疗平台，推动运城市医疗技术水平与国家先进水平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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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市卫健委，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财

政局）

（三）实施优质资源共享战略。

充分发挥领军重点专科建设依托医院龙头引领和示范效应，

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建设医院与贫困县医院帮扶共建活动，全面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水平，促进医疗资源均衡优化发展。

通过加强医疗健康信息化系统建设，建立完善重大疑难复杂危重

疾病诊疗服务网络机制，通过分级诊疗、远程会诊、派驻专家、

接收进修等多种方式，推动高水平诊疗技术和资源及时有效下沉

到基层。（牵头单位：市卫健委，配合单位：市医保局、市工信

局、市财政局）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级领军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

政府副秘书长和市卫健委主任任副组长，市财政局、市科技局、

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市工信局等单位负责人为成员，加强统筹

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市直各部门要主动作为，

积极配合，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服务，加大对重点专科建设医

院的政策支持力度，共同营造有利于运城市领军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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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大资金支持。

市财政要保证重点专科建设的项目投入，项目建设医院要严

格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及使用，重点用于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和教

学科研平台等方面。市财政局要会同市卫健委制定项目资金管理

办法，确保专款专用，花出成效。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通

过捐资、捐助、合建等多种途径支持项目建设医院发展。

（三）强化绩效考评。

建立以医疗服务质量、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带动基层等核

心指标为主的绩效考评体系，2021 年开展中期考评，2022 年开

展整体绩效评价。绩效考评体系和具体考评办法由市卫健委牵头

会同有关单位另行制定。

附件：1.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级领军临床重点专

科建设领导小组

2.运城市领军重点专科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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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级领军临床

重点专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梁清燕 副市长

副组长：郑永忠 市政府副秘书长

叶新龙 市卫健委主任

成 员：潘俊武 市科技局局长

彭梦森 市工信局局长

谭志民 市财政局局长

张建元 市人社局局长

樊贵宏 市医保局局长

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卫健委，办公室主任

由市卫健委分管领导担任。负责运城市承接“136”兴医工程市

级领军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顶层设计、宏观布局

和统筹协调等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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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运城市领军重点专科建设计划

一、运城市中心医院

（一）建设概述。

2020 年启动运城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神经外科领军重

点专科建设、基础实验室建设、导管室扩建工程，逐步引进有关

专业高端人才及补充医护人员；重点提升复杂电生理射频消融技

术、心衰心室再同步治疗技术、心室辅助装置治疗技术和冠脉介

入治疗高精技术，提升各类颅内肿瘤及复杂脑血病手术的数量和

质量，推进颅内肿瘤亚专业、脑血管病亚专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2021 年，购置学科发展必须的硬件设备，扩增重症监护病房床

位，进一步推进胸痛中心更有效、更快捷运转和神经外科亚专业、

神经危重症亚专业基础建设，通过引进高端人才打造运城市骨干

医学团队。2022 年，心血管内科专业和神经外科专业急危重症

患者抢救成功率明显提高，可达到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水平。

（二）建设任务详情。

单位：万元

科

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心

血

管

内

科

增加

床位

增加 1 个病区，普通床位

50 张。
扩增监护床位 8 张。 /

人才

引进

增加医师 10 名；增加护士

30 名；引进博士 1 名、学

科带头人 1 名。

增加医师 10 名；增加护士 27

名；引进博士 1 名。

增加医师 8 名；增加护

士 20 名；引进博士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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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心

血

管

内

科

医疗

技术

重症监护室配备床旁超滤

机；房颤中心、心衰中心建

设：购置三维标测设备，实

现复杂心律失常的诊断与

治疗；胸痛中心建设：在 2

个心内技术手术间的基础

上再增建一个新的 DSA 手

术间；购置 IABP2 台、IVUS、

OCT、FFR 等设备。

房颤、房扑、室速等复杂射频

消融手术自主完成。在完成各

类常规起搏器植入手术的基

础上，重点推进希浦系统起

搏、CRT 及 CRT-D 植入术等。

床旁心脏彩超等设备提

高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

成功率；购置心肺运动

测试系统、有氧运动康

复训练仪、智能气阻式

康复训练仪，推进心脏

康复中心建设工作。

科研

论文

省级科研项目立项 1 个；发

表或接收的 SCI 文章 1 篇，

国内核心期刊 1 篇。

申报国家级课题 1项、省级科

研项目立项 1 个；发表或接收

的 SCI 文章 1篇，国内核心期

刊 2 篇。

省级科研项目立项 1

个；发表或接收的 SCI

文章 1 篇，国内核心期

刊 2 篇。

建设

成效

通过胸痛中心网络建设和

健康宣教，进一步规范区域

内医院胸痛患者诊疗，提高

急性胸痛患者的抢救成功

率可提升 5%以上。开展复

杂、危重患者介入手术，冠

脉介入支架治疗量年底前

力争达到 3000 例，心血管

疾病外出就诊率降低 5%以

上。

通过国家房颤中心的认证，可

独立开展三维射频消融手术；

通过国家心衰中心的认证，可

独立开展 CRT/CRT-D 植入术。

复杂心律失常的诊断与治疗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通过国家心脏康复中心

的认证，心血管内科可

达到国家级临床重点专

科水平。

投入

资金
500 500 0

神

经

外

科

增加

床位
扩增普通床位 25 张。 扩增监护床位 12 张。 扩增普通床位 20 张。

人才

引进

增加医师 5 名；增加护士

10 名；引进博士 1 名、特

殊人才 1 名。

增加医师 5 名；增加护士 36

名；引进博士 1名、特殊人才

1 名。

增加医师 8 名；增加护

士 8 名；引进博士 1名。

医疗

技术

购买基础设备：超高清神经

显微镜、超高清神经内镜系

统、动力系统、术中电生理

监测系统、头架及附属系

统、手术器械更新；重点发

展颅内肿瘤亚专业、脑血管

病亚专业。

购买设备：术中导航系统、立

体定向系统、神经外科专业手

术床、CUSA 超声骨刀系统；

重点发展功能神经外科亚专

业、神经危重症亚专业。

购买设备：颅内压监护

仪及监视系统、复合手

术室改造建设、复合手

术室配套 DSA 系统；

重点发展脊髓脊柱亚专

业。

科研

论文

省级科研项目立项 1 个；

发表或接收的 SCI 文章 1

篇，国内核心期刊 1 篇。

申报国家级课题 1项、省级科

研项目立项 1 个；

发表或接收的 SCI 文章 1篇，

国内核心期刊 2 篇。

省级科研项目立项 1

个；

发表或接收的 SCI 文章

1 篇，国内核心期刊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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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神

经

外

科

建设

成效

力争 2020 年年底，神经外

科专业手术量比去年同期

患者数量与手术量均增加

10%，其中 3、4 级手术量占

比去年同期提高 10%。脑外

伤、脑出血救治实现市域内

网络化管理与救治；神经重

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较去

年同期提高 10%。实现神经

外科患者外出就诊率下降

10%。

神经外科专业手术量比前一

年同期患者数量与手术量均

增加 15%，其中 3、4 级手术

量占比去年同期提高 10%。脑

外伤、脑出血救治在市域内网

络化管理与救治基础上实现

诊疗水平同质化；神经重症患

者的抢救成功率较去年同期

提高 15%。实现神经外科患者

外出就诊率下降 15%。

神经外科专业手术量比

前一年同期患者数量与

手术量均增加 20%，其

中 3、4 级手术量占比去

年同期提高 20%。脑外

伤、脑出血救治实现市

域内一体化救治；神经

重症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较上一年提高 20%。实

现神经外科患者外出就

诊率下降 20%。神经外

科专业达到国家级临床

重点专科水平。

投入

资金
700 300

二、运城市中医医院

（一）建设概述。

2020 年，启动运城市中医医院皮肤科建设，对标国内一流，

完成现有皮肤科病区进行改建工作，完善设备缺陷，完成人才引

进工作，充实中医皮肤科优势医学专科群。2021 年，完善现有

名中医工作室医疗服务体系，完成省级科研项目 1 项建设任务。

2022 年，完成国家级重点中医专科复审工作，打造黄河金三角

中医皮肤区域医疗中心。

（二）建设任务详情。

单位：万元

科

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中

医

皮

肤

科

增加

床位

增加 10 张床位，使床位达到

40 张。

在第一年基础上再增加 5 张床

位，使床位达到 45 张。

在第二年基础上再

增加 5 张床位，使床

位达到 50 张。

人才

引进

增加医师 5 名；增加护士 8

名；建立博士工作站。
增加医师 3 名；增加护士 4 名。

增加医师 3名；增加

护士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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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中

医

皮

肤

科

医疗

技术

建立博士工作站；艾儒棣名

中医工作室及李祥林名中医

工作室建设；药浴室改造：

购置有关设备，达到标准化

药浴室标准；购置超脉冲

CO2 点阵激光（进口）等有

关设备。

激光美容中心在第一年基础上

购置红蓝光治疗仪；筹建皮肤

外科手术室：购置皮肤外科手

术基础设备等有关设备；皮肤

摄影室筹建及购买有关设备,

博士工作站、名中医工作室进

一步规范，建立标准化工作站

和工作室。

博士工作站、名中医

工作室正常运行。

学术

科研

推广

交流

学术实地考察；参与学术交

流；举办学术交流会；医疗

特色技术宣传。

学术实地考察；参与学术交流；

举办学术交流会；医疗特色技

术宣传；省级科技攻关项目立

项 1 项。

参与国家级课题 1

项；国内核心期刊 1

篇。

中心

实验

室

筹建 PCR 实验室。 筹建病理室。 实验室运行。

建设

成效

进一步规范区域内医院皮肤

病患者的诊疗，开展皮肤病

病毒检测；通过引进国家高

精尖人才、开展名老中医传

承、举办学术交流会，明确

医院皮肤病创新研究方向，

年底前完成省级科研项目申

报工作，发表省级论文 1篇。

通过建设标准化皮肤外科手术

室及皮肤病理实验室，购置有

关设备，开展皮肤病理有关业

务，提升皮肤疾病诊断准确率，

确保运城市绝大多数皮肤疾病

患者能在区域内得到良好的治

疗，降低 30%的外出就诊率。

进一步扩大皮肤病

诊疗区域范围，完成

国家级中医皮肤病

区域诊疗中心的验

收。

投入

资金
407.0 550.0 43.0

三、运城市妇幼保健院

（一）建设概述。

2020 年启动运城市妇幼保健院遗传科建设，完成遗传科实

验室建立，完成引进新生儿遗传代谢筛查国内一流专家团队人才

工作，启动耳聋基因筛查工作。2021 年逐步提高新生儿听力筛

查+耳聋基因联合筛查率，掌握串联质谱、尿气相质谱与基因联

合筛查技术。2022 年各检测平台建设完善、人才梯队基本建立，

专科技术成熟，工作流程规范，实现遗传病生化与基因检测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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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精准诊断，达到个体化治疗，满足遗传病等罕见病的诊疗需

求，遗传科和遗传实验室可达到国内领先、省内一流的学科体系。

（二）建设任务详情。

单位：万元

科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遗

传

科

人才引进

增加医师 1 名；增加检验

师 2 名；引进博士、硕士

各 1 名、专家顾问 1 名。

增加医师 1 名；增检验师 2

名；引进博士、硕士各 1名、

长江学者教授 1 名、专家顾

问 1-2 名。

增加医师 1 名；检

验师 2 名；引进硕

士 1 名、专家顾问

1名。

医疗技术
二代测序分子平台建立、

耳聋基因筛查。

一代测序平台建立、“长江学

者”工作站。

出生缺陷防控网络

医疗平台。

科研论文 发表国家级期刊 1 篇。

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 1 个，

申报省级科研项目 1 个；发

表或接收的 SCI 文章 1 篇，

国内核心期刊 1 篇。

申报省级科研项目

1 个；发表或接收

的 SCI 文章 1 篇，

国 内 核 心 期 刊 1

篇。

中心实验

室

筹建二代测序分子实验

室。耳聋基因检测平台、

血串联、尿串联基因检测

平台、产前诊断平台。

筹建一代测序分子实验室、

遗传病家系验证检测平台。

筹建运城市出生缺

陷样本数据库。

建设成效

通过设备购置与更新，提

高实验室检测的准确率，

取得卫生部临检中心室间

质评合格证，力争年底新

生儿疾病筛率达 98%，准

确率达 90%以上；产前诊

断率达 75%；准确率达到

100%；可独立完成耳聋基

因筛查。

进一步丰富产前诊断的内

涵，完成一代分子实验室建

设，高危孕妇外转率降低

80%，耳聋基因筛查人数可达

到新生儿出生人数的 30%。

完成运城市出生缺

陷数据库建立，出

台运城市出生缺陷

防控方案，降低运

城市人口出生缺

陷，提高人口素质。

耳聋基因筛查人数

可达到新生儿出生

人数的 50%。

总投资 620 330 50

四、运城市第二医院

（一）建设概述。

2020 年，启动运城市第二医院传染病诊治重点实验室建设，

对标国内一流，完成现有实验室的改扩建和检测流程规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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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检测设备，夯实传染病检测实验室人力资源储备。2021 年，

完善现有传染病检测服务体系，根据需要完善实验室检测项目，

完成省级科研项目 1 项建设任务。2022 年，完成国家级重点传

染病诊治实验室评审工作，打造黄河金三角传染病检测服务中心。

（二）建设任务详情。

单位：万元

科

室
项目

年 度

2020 2021 2022

传

染

病

诊

治

重

点

实

验

室

增加

室组
增加一个 PCR 室组。

在第一年基础上再增加 1 个

PCR 室组。

增加基因测序实验

室室组。

人才

引进

增加检验师 5 名；协作引进

博士 1 名。
增加检验师3名；引进博士1名。 增加检验师 3名。

医疗

技术

建立博士工作站；PCR 实验

室改扩建。

在第一年基础上再扩建一个分

子实验室；开展病原微生物快

速检测技术。

建立基因测序实验

室，开展全基因测序

技术。

学术

科研

推广

交流

学术实地考察；参与学术交

流；举办学术交流会；医疗

特色技术宣传。

学术实地考察；参与学术交流；

举办学术交流会；省级科技攻

关项目立项 1 项。

省级科研项目立项 1

个；参与国家级课题

1 项；国内核心期刊

1 篇。

中心

实验

室

筹建分子病理室及 PCR 实验

室、免疫组化室。

筹建运城市感染性疾病检测中

心实验室、购置微生物质谱仪、

快速病原体鉴定系统，建设临

床生物样本库。

筹建基因测序和真

菌实验室；购置进口

测序仪及分析系统，

真菌培养鉴定系统、

荧光显微镜自动成

像分析系统等设备。

建设

成效

建设标准化的感染性疾病检

测实验室；进一步完善运城

市传染病病原体检测，提升

运城市感染性病原体的检测

水平；举办学术交流会，明

确感染性疾病病原体研究方

向。

完成改扩建工程；通过建设标

准化分子实验室，购置有关设

备，开展感染性疾病病原体基

因检测技术，提升感染性疾病

病原学诊断率，为感染性疾病

的早期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建设基因测序和真

菌实验室，开展病原

微生物测序及真菌

培养鉴定检测，进一

步提高感染性疾病

实验室检测能力，完

成国家级重点传染

病诊治实验室评审

工作。

投入

资金
400 3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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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协。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11月 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