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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政办发〔2021〕48 号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健康湖南“十四五”建设规划》已经省委、省人民政府同

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8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健康湖南“十四五”建设规划 

为推进健康湖南建设，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满

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根据《湖南省贯彻落实〈“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实施方案》和《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制定

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十三五”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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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卫生服务不断优化，重大疾病防控成效明显。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战略成果。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

核排名居全国前列。艾滋病、结核病等法定传染病继续保持低流

行水平，疟疾实现消除目标。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

稳定在 95%以上。儿童乙肝、流脑、乙脑等疫苗针对性传染病发

病率处于历史低发水平。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

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逐年下降。41 个血吸虫病流行县

（市、区、场）全部达到消除标准或传播阻断标准。严重精神障

碍管理治疗综合评分居全国第二。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机制初

步建立，食品污染物和有害因素监测点覆盖所有县级及以上行政

区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7 个、国家卫生乡镇（县城）41 个。在

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的指导意见》，居民健

康素养水平稳步提升。 

2.医疗服务体系更趋完善，健康扶贫任务圆满完成。积极推

动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新增省级临床重点专

科 119 个。县域“二甲”公立医院、妇幼保健机构、乡镇卫生院

全科医生、村卫生室实现全覆盖。分级诊疗制度不断完善,县域住

院就诊率达 90.92%。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医院管理

制度加快建立，制定医院章程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比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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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80%。健康扶贫政策体系和保障机制逐步完善，贫困人口参保

率达 100%；统筹发挥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

综合保障功能，三项保障住院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达 74.80%；

开展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形成了湖南特色的“一站式”结

算模式，贫困人口综合保障报销比例达 87.55%。 

3.医疗保障水平稳步提高，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取得突破。

全面做实基本医保和生育保险市级统筹，城乡基本医保参保率保

持在 95%以上。普遍开展城乡居民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建立高血

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发生的政策

范围内门诊医疗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以内支付比例达 70%。城

镇职工、城乡居民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医保支付比例分别达

82.27%、72.04%。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年度最高补偿额达 30 万元。

全面落实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在全国率先开展抗菌药物

带量采购，154 个中标药品平均降幅达 35%，采购总金额下降

23.82%。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稳步推进，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

（DRG）试点成效明显。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行政村卫生

室全部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完善高值医用耗材采购机制，取消公

立医院医用耗材加成。加强医疗服务项目管理，累计公布执行新

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100 余项，收录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451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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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流程，全省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达 963 家，国家平台有效备案人数达

89.60 万人。 

4.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有力，计划生育服务加速转型。妇幼保

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资源有效整合，农村适龄和城镇低保适龄

妇女“两癌”免费检查、孕产妇免费产前筛查等民生服务有效实

施。新建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 143 家、危重新生儿救治中心 149

家。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屡创历史

新低，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率先出台《湖南省出生

缺陷防治办法》，综合施策，出生缺陷发生率持续下降。老年人

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健全，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

的比例达 50.80%。新诊断职业病平均每年下降 5%左右，尘肺病

农民工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在全国推介。稳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奖励

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计划生育协会改革稳步推进，计生特殊家

庭住院护理补贴、健康保险、幸福工程等项目行动年均惠及 20 多

万户计生困难家庭。 

5.中医药事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传承创新富有成效。出台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办法》，中医药服务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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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及能力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全面推进。各市州均建有 1

家达到三级甲等标准的市级中医医院，84 个县市建有县级公立中

医医院，建成 224 个省级中医重点专科，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普

遍设立“治未病”科室，可以提供中医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分别达 100%、97.70%、

84.00%、64.30%。中医传承创新成效显著，新获批国家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 1 个、国家中医药基本循证能力建设基地 3 个，新增

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76 个。推进中药保护和发展，中药材

种植面积达到 430 万亩。中医药文化持续普及，获批国家级中医

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3 个、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10 个。 

6.卫生健康事业协调推进，发展后劲不断增强。医疗卫生人

才总量基本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城乡和区域医药卫

生人才分布趋于合理。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分别荣获 2017、

2018、2020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健全

完善，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化，援外医疗和医疗专项援助项目得到国

家卫生健康委以及受援国高度肯定。基本建成省级全民健康信息

平台，电子健康卡注册申领实现全覆盖，应用不断升级扩容。依

托医保电子凭证建成“湘医保”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医疗服务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4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