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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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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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医院内的医务人员能熟练开展心电图、B超、胃纤镜等检查工作，绝大多数内科医师能熟练

掌握骨穿、腰穿、胸穿等技术，及时抢救呼吸道和心血管系统疾病病人，抢救成功率在90%以上。

1991年12月，县人民医院成功清除重达9.1千克的葡萄胎。1998年6月，乡城县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和

州医院医生共同完成白内障手术33例。

7. 2003年，在抗击非典型肺炎中，乡城县医院被县卫生局确定为“非典”定点医疗救治单位。

医院领导班子与全院职工团结一致，精诚协作，积极学习和掌握“非典”预防、诊断知识，选派10

人到省、州医院进修“非典”防治知识，开展防治“非典”知识讲座3次，及时成立“非典”防治

领导小组，制定《处置非典型肺炎预案》，拟定救治方案，明确责任和任务，筹措资金5万元设立

发热门诊、留观区、隔离区，组织药品、设备，设立显著标志5处。

8. 2005年，医院有3名中医，配备有常用中草药材和一些本地名贵中药材。能进行内科、外

科、妇科、儿科、传染科等常见病的诊治和针灸、推拿等辅助医疗。

（三）护理

护理工作坚持持证上岗。2005年，县医院有护理人员16人，其中3人离岗待退，持证上岗率达

100%。乡城医院建立了三级护理质量控制组织网，落实了基础护理质量评价标准及考核制度，基

础护理合格率均大于93%，体温单、医嘱单合格率大于95%，消毒合格率达100%，护理差错发生率

小于1%，护理人员“三基”水平平均达标率为95%以上。制定分级护理管理方案、应急预案和处理

程序。对危重患者的护理常规，记录规范完整。一次性卫生用品，按照其管理办法进行严格处理。

医院成立了质控小组，不定期检查评比，加强了对质量的管理。

（四）送医下乡

乡城县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为解决边远地区广大农牧民群众就医难的问题，县卫生局每年抽

调医院业务骨干，组成医疗队送医送药下乡1～2次。

（五）医疗收费及药品价格

医院医疗收费及药品价格严格按照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实行明码标价和日清单制，让患

者明白消费。                                                                 

（六）人事制度改革

2004年，县医院实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聘用制，完善分配制度，建立内部竞争机制，调动了

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初步建立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65人实行医疗改革，其中，与单位签订

聘用合同56人，离岗待退5人，退休4人。

（七）安全生产及应急机制

医院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不断强化职工安全生产意

识，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消除安全生产隐患。自建院以来，医院无一例重大安全事

故、重大医疗差错事故发生。

医院制定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救援预案》，并建立疫情按时上报制度，保证人

员、技术、设备、药品、车辆五落实，并形成长效机制，有力地保证了医院应对各类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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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降消”项目

2005年，乡城县全面启动“降消”项目，县医院被确定为乡城县孕产妇危急症抢救中心。成立

了医院孕产妇急症急救专家组、孕产妇危急症急救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保证人员、技术、

设备、药品、车辆五落实，并实行250元平产限价收费。

二、乡村医疗

全县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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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5

年，乡村和个体从医人员共计98人，医疗设施进一步改善，乡（镇）卫生院总建筑面积达4 000余

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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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牧民群众

看病就医提供了方便。

第四节　卫生防疫

一、机构

乡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名乡城县卫生防疫站，成立于1972年10月4日。2005年，有在职

职工15人，其中：主任1名，副主任1名，专业技术人员12人，内设检验科、卫生科、防疫科、办

公室4个科室，建筑面积达2 556平方米。仪器设备有B超仪、紫外分光光度计、200毫安X光机、微

机、计免冷链用低温冰柜、普通冰箱、冷藏包等。配备2辆公务用车。拥有固定资产达250余万元。

1991年～2005年，县疾控中心主任（站长）为格绒翁堆；副主任（副站长）为段含林、陈荣忠、刘

凤鸣。

二、传染病防治

1991年～2005年，统计出县境内出现乙、丙类传染病13种，累计病人4 805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