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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全县卫生行业作风建设等工作。

2005年底，全县共有医疗机构50个，分别是县人民医院、县藏医院、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县

妇幼保健院、县卫生执法监督所、康南中心血库6个县级卫生医疗机构和3个中心卫生院、8个乡卫

生院、30个医疗站、2所医务室、1所个体诊所。

第二节　卫生事业建设

一、卫生改革

1991年后，随着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乡城县卫生事业明确提出了防保、医疗、人才培

养等工作要再上新台阶的工作目标。1997年11月10日，中共乡城县委、县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卫

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坚持区域规划，健全行业管理体制，强化卫生执法职能。1998年6

月30日，县卫生局下发了《乡（镇）村医生管理办法》，加大了对乡村医护人员的管理力度。1998

年，全县推行乡村卫生院室一体化管理模式。1998年12月，乡城县人民政府批转县卫生局《关于进

一步加强全县各级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的意见》，明确了乡卫生院实行由县卫生局与乡人民政府共同

管理的“双向管理”模式，全县卫生系统实行目标管理和院长负责制，进一步理顺了各医疗单位的

管理体制。

2004年，县级医疗单位实行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全面完成定编、定

岗、定员工作。2005年，完成区乡卫生院人事制度改革工作。

二、基础设施

1993年～1999年，乡城县利用三项建设资金对全县11个乡（镇）卫生院进行改扩建，建筑面积

达3 000余平方米，门诊条件、住院病床和职工住房都得到显著改善。1997年6月，乡城县被列为四

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扶贫工程第一批试点县，投资67.2万元完成水洼、然乌、洞松、青麦、热打

5个乡卫生院的改扩建，群众投工投劳折合资金5万元，建筑面积达900平方米。截至1998年11月，

省、州卫生扶贫资金到位100万元，县配套21万元，用于区乡卫生院基建、人才培养和设备购

置。2003年～2005年，通过农村卫生建设项目，对然乌、青麦、沙贡、水洼4个乡卫生院进行了改

扩建，建筑面积达1 666.79平方米，累计投资达177万元。

1997年，县人民医院通过1/3重点县建设项目，成功从县政府综合楼搬迁至老县委住址。该院

总投资170多万元，建筑面积达3 700平方米，完善了相应的临床科室、技能科室和行政科室，增

设心电图室、X光室、B超室、微机室等，对全院进行绿化，为广大患者营造了舒适的就医环境。

1998年，乡城县人民医院被确定为甘孜州康南中心医院。2004年，投资达42.5万元完成了建筑面积

425.5平方米的传染病区建设。

2002年底，通过日本力厶基金援助项目和援藏项目建成的乡城县藏医院竣工并投入使用，建筑

面积达2 000平方米，设有门诊部、住院部和行政办公室。该院主要承担全县中医和藏医医疗、中

医及藏医教学和藏药制剂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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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乡城县疾控中心利用公共卫生专项资金、援藏项目资金进行改扩建，建设后总面积达

794平方米，工程总投资达104万元。疾控中心担负着全县疾病预防控制以及各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的预测预警、监测检验、健康教育等工作。

2005年12月，投资200余万元改扩建县妇幼保健院大楼，总面积达1 935.56平方米。

2005年，全县共有编制床位150张，使用床位85张。启动“降消”（降低孕产妇、婴幼儿死亡

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和医院设施建设。各乡卫生院已配备B超仪、制氧机、万能手术床、

尿液分析仪、新生儿保暖箱等设备。 

三、队伍建设

（一）卫生队伍

2005年，全县卫生系统总人数为169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146人（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67

人，中专79人）。副主任医师7人。中级职称19人。

（二）人才培养

县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县情实际，先后制定了《1996年～2001年人才培训计划》和《1999年～2010

年中长期人才培养规划》， 每年派遣优秀医务人员到各大专院校进行深造，选派了业务骨干到绵

阳、雅安等地对口医院进行短期培训。积极争取日本力厶基金会和台湾援藏基金会的援助，加强了

对藏医和村医的培训力度。

（三）医德医风

在行业管理方面，县卫生局定期开展卫生行风民主评议活动，深入开展医德医风教育，进一步

规范了各医疗单位卫生技术人员的职业道德行为。

（四）职称评定

2001年3月，全县完成了165名卫生人员的继续教育学分登记工作。12月，完成了77名职业医师

的首次注册工作。到2005年12月，全县职业医师注册共91人，其中：职业医师56人，职业助理医师

35人；完成25名村医的发证工作。

四、医政管理

1997年10月15日，县妇幼保健院创“爱婴医院”达标；1998年，县藏医院达四川省藏医院建设

标准；1999年，初级卫生保健工作达标；1999年8月，全州卫生工作会在乡城召开，提出了“全面

发展学乡城”的口号；1999年12月25日，县人民医院创“二级乙等医院”达标；2000年，县妇幼保

健院创“一级乙等保健院”达标；2004年10月，热打乡卫生院创“一级甲等卫生院”达标；2004年

11月，康南（乡城）中心血库获得省卫生厅颁发的《中心血库采供血许可证》。

2000年～2005年，乡城县共出动卫生执法人员142人次，对全县的无证行医、超范围行医现象

进行了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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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卫生执法监督

2004年，按照“一套人员，两块牌子”的精神，设立乡城县卫生执法监督所。该部门自成立

以来，着重开展了餐饮业卫生、食品卫生、学校卫生、医疗市场的专项整治。2005年，建立从业人

员档案386户，开展经常性监督42次，从业人员体检208人。为做好学校卫生监管，卫生部门和教育

部门形成监管合力，由乡（镇）卫生院对每个中心校学生用餐情况、健康教育、传染病防治进行督

导，进一步规范了卫生制度。

2004年，对餐饮业和学校食堂推行了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2005年底，县城区幼儿园

达到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C级标准，许多学校和餐饮业也递交了达标申请。

第三节　城乡医疗

一、乡城县人民医院  

（一）机构

乡城县人民医院始建于1952年7月。1997年10月迁入现址乡城县桑披镇东街3号。医院占地

8 798.73平方米，建筑面积4 974.73平方米，业务用房2 418.73平方米，辅助用房873平方米，生活用房

1 500平方米。设有住院部、门诊楼、医技部、中西医库房、 中心血库、传染病区等科室。

乡城县医院核定编制80人，其中：医院70人、急救中心5人、中心血库5人。2005年，有在职职

工6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47人（副主任医师5人、中级11人、初级19人、未评12人），工勤人

员8人，管理人员5人。具有大专学历26人，中专学历25人。

乡城县人民医院是乡城县规模较大、功能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医院。批准床位58张，实行开放58

张，为本县2.8万人民及得荣、稻城、理塘和云南香格里拉等邻近县部分病人提供医疗、急救、预

防保健服务。负责指导农村一级医院的医疗工作，接收业务人员进修和培训，并承担甘孜州卫生学

校部分学生的实习任务。

1991年～2005年，院长为养所尼玛；副院长为欧阳旭、周桂兰、巴登尼玛。

（二）医疗

1. 严格执行医疗卫生管理法律法规，做到依法执业、行为规范。2005年，有职业医师20人，职

业助理医师4人。                                                                                          

2. 建立并落实医疗规章、人员岗位职责和首诊首科负责、三级查房、会诊、危重病人的抢救、

术前讨论、死亡讨论、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与管理、交接班等制度。医疗质量管理委员会每半年抽查

病历、处方一次，病历中甲级病历合格率为98%，无丙级病历，麻醉处方合格率达100%，疫情报告

及时准确。

3. 抗菌药物分级使用，严禁滥用抗生素。

4. 制定临床输血制度，禁止临床自采自供血液，保证临床用血安全。

5. 规范消毒、灭菌、医疗废物管理工作，做到一针一管，防止院内交叉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