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鄂州市健康鄂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鄂州健领办函[2022] 1 号

关于征求《鄂州市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
“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征求意

见稿）》意见的函

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健康湖北工作领导小组有关工作要求，研究制

定了《鄂州市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征求意见稿）》，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阅研，

结合自身工作职责，提出相关工作建议和修改意见，于 5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5:00 之前将书面意见经单位主要负责人

审签并加盖公章后，扫描发送至指定邮箱，逾期未提交视为

无意见。

联 系 人：市健康办 屈梦娇

联系电话：027-60660811

邮 箱：ezsjkb@163.om

附件：《鄂州市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征求意见稿）》

鄂州健康鄂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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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市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323”攻坚
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

（征求意见稿）

根据健康湖北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影响群众

健康突出问题“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的通

知》（鄂健领[2022]1 号），结合鄂州实际，特制定鄂

州市“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

一、突出重点人群,推动预防关口前移

1.加强重点人群预防。与省级医院加强科研协作，落

实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规范产前筛查制度，落实产前

筛查机构，提高产前筛查能力。持续开展“师生健康中

国健康”主题教育活动,制定《鄂州市中小学校卫生室建

设和校医配备实施方案》,推广襄阳市健康副校长做法,开展学

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开展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

示范校创建，实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开

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筛查，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

校。将干部健康素养水平纳入机关考核。推广武汉市、宜昌市

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经验,加强儿童青少年、孕产

妇、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心理干预。依托省、市专业团队，完成

40场心理科普宣讲活动。（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教育局、

市政法委、团市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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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健康知识宣教。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管理制度

，发挥健康科普专家技术支撑作用,制定医疗机构开展健康

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绩效考核办法。举办“323”健康科普大

赛、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节活动。利用各类卫生主题日、

卫生下乡、“323”健康宣传周，开展“323”健康知识宣

讲“六进”活动。开播“323”健康大讲堂，利用新媒体平

台加强“323”健康知识宣传。（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

市融媒体中心，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3.加强健康环境建设。实施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四年提

升行动,办好社区运动会和全民健身科学大讲堂等活动。开

展营养改善行动,二级以上医院成立营养科，推进重点场

所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开展营养与健康学校创建工

作。市、区创建“323”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机关、健康社

区、健康家庭，将健康单位创建与文明单位创建、全国文明

典范城市建设相结合。加强水土气环境综合治理,推进实施

农村饮水安全提标升级工程。加强无烟环境建设,开展全市

无烟党政机关、无烟学校建设，组织健康城市建设评价,

开展新周期卫生城镇创建和健康细胞建设。（责任单位：市

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城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文旅局、市水利局、市民政局、市妇联，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二、扩大筛查范围，加强疾病监测干预

4.扩大筛查范围。依托基本公卫和重大公卫项目，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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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移动医疗卫生服务车、智能健康服务包，推进免

费筛查、自主体检补助查、主动干预自己查。将“323”

涉及病种纳入全市公职人员健康体检项目。开展 37 万人

次慢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筛查,对筛查出的重点高危患者进行

干预管理。实施全市 35-64 岁城乡妇女宫颈癌免费筛

查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单位)开展乳腺癌筛查。完成

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干预 1 万人次。结合学生体质健康监

测，推进学生视力筛查各区全覆盖,完成筛查不少于 6960

人次,规范做好 0-6 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筛查工作。落实

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及新生儿听力免费筛查，扩大先天性心脏病

筛查项目覆盖范围。（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市妇联、市教育

局，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5.加强监测干预。组织专家研究“323”攻坚行动涉

及病种防治规律,推出一批简便易行有效的干预措施。健

全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实现全市肿瘤登记全覆盖。在上级

防治机构指导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采取有效防控措

施。（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

区）

三、提高可及性,做好健康管理

6.推进医防结合。按照城市医疗集团、区级医共体建设

的网格化布局，组建“323”中西医防治团队，实行二级以上

医院“分片包干”制，即 1名市级防治中心专家包 1个区、1

名专科医师和 1 名中医师至少包 1-2 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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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务中心）或若干个家庭医生团队，开展“323”防筛管治

研工作。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等病种,完善基层药物

配备,扩大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保障覆盖范围。建立公立

医院综合服务窗口,推进健康管理、健康教育、预防诊疗、门

诊和住院等一体化服务。建立居民“自我健康管理小组”，

树立“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责任单位：市

卫健委、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

济区）

7.探索体卫融合。建立体育和卫健等部门协同、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大力开展社区体

卫融合试点工作，推动健康关口前移。（责任单位：市文

旅局、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8.推广健康教育处方。各防治中心指导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开展患者风险评估,根据疾病风险程度分级进行健康管

理,提供“一病两方”(治疗处方和健康教育处方)。发

挥各级防治中心和专科专病联盟作用,通过对口帮扶、教学

查房、远程诊疗等形式,提高基层卫生机构防治能力和健康

管理效果。（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四、突出重点病种,提高治疗水平

9.健全救治体系。建设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全市模式，

不断提高市、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含中医医疗机构)胸痛

中心、卒中中心建设覆盖率,全面开展基层心脑血管疾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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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站建设,年底前完成 4 家机构认证达标。开展“心电一

张网”建设，实现了“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精准救治”

的高效医疗模式，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慢病管理和急诊急

救能力。重点针对肺癌、甲状腺癌、肠癌、胃癌、乳腺

癌等,集中专家资源组建防治体系,推出一批诊疗模式。完

成二级以上医院推行肿瘤 MDT 会诊模式，加强“癌痛规范

化治疗病房”建设工作。建立全市新生儿心脏病筛查、诊

断、治疗与救治服务网络，对助产机构涉及出生缺陷防治

的检验、超声、妇产科、新生儿等相关技术人员进行统一

管理。通过以评促建方式推进慢阻肺防治体系建设,50%的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推进市、区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建设,加快补齐专业专科短板,提高区域就诊

率。（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

区）

10.加强中西医协同。依托市级中医药防治中心,推

动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完善中西医协同“四有”工作机

制。推进中医治未病纳入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普及中

医养生保健方法,在重点人群中推广 2 个中医治未病干

预方案。（责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

经济区）

11.加强重大疾病救助。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

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强化基本医疗

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防范因



7

病致贫返贫。支持慈善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大病患

者救助,鼓励发展重特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加大重大疾病

患者救助力度。（责任单位：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民政

局，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攻坚行动效果

12.加强科学研究。开展“323”攻坚行动防治相关

项目的申报，争取省级相关中心子课题、联盟机构支持。

每年组织开展市级“323”攻坚行动科研项目的申报。（责

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

发区、临空经济区）

13.加强业务培训。统筹专病防治相关业务能力提升与

培训需求,针对重难点技术问题,加强专业化指导和规范

化建设,分层分批开展业务培训。（责任单位：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六、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支撑保障

14.强化信息网络支撑。整合全市基本公共卫生、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医院（含民营）医疗信息、体检机构（含民

营）体检信息、移动医疗卫生服务车和智能健康服务包筛查

信息，建立防筛管治研一体化信息化平台，实现防筛管治研

流程化、信息化、模块化。依托健康鄂州信息平台，实现线

上居民签约、健康咨询、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服务。（责

任单位：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15.落实市区考核制度。将“323”攻坚行动纳入“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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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划和市政府工作报告为民办实事范畴，纳入对市直各

单位、各区年度考核指标。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加强“323”

签约服务、筛查数据的质控管理和考核运用。（责任单位：

市卫健委、市督查考评办，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16.建立下沉激励机制。将市级医院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提供远程会诊及带教服务、签约“323”防治团队纳入城

市医院医务人员晋升高级职称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

内容，纳入医务人员晋级的前提条件。（责任单位：市卫健

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17.建立多元资金保障。将“323”攻坚行动运行经费纳

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统筹基本公卫和重大公卫项目资金、

家庭医生签约补助等资金，筹集各类慈善基金项目经费、企

业资助，开展“323”防治工作。（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市卫健委、市民政局，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18.强化组织保障。各地要健全领导小组工作机制,

定期研究、协调解决攻坚行动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健康鄂州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

作用,将“323”攻坚行动与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市建设有

机结合,加大推进力度。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要点,结合实

际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任务落实。（责

任单位：市健康鄂州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19.加强政策研究。各相关部门要围绕推进“323”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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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行动,加强政策研究。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落实投入政策,

发改部门要在项目规划上为攻坚行动提供支撑,医保部门要

研究利用医保支付方式杠杆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卫健部

门要加强疾病防控策略研究,教育部门要加强学校卫生、师

生健康和近视预防干预等方面研究,体育部门要加强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研究,工会部门要加强职工健康体

检管理制度研究,形成政策合力。（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市医保局、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文旅局、

市总工会，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20.加强监测评估。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攻坚行动监测评

价,加快建设“323”攻坚行动信息平台,建立“信息流”与

“服务流”闭环。定期通报进展,开展年度总体评价,适时

发布攻坚行动白皮书,确保按计划完成目标任务。市级防治

机构要加强对各区的业务指导和监测评估。（责任单位：

市卫健委，各区，葛店开发区、临空经济区）

附件：

1.鄂州市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表

2.鄂州市 2022 年专病防治重点任务指标

3.试点县(市、区)2022 年专病防治重点任务指标（鄂

州市）



10

附件1

鄂州市影响群众健康突出问题“323”攻坚行动
2022 年工作要点责任分工表

序

号

项目

名称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1

加强重

点人群

预防

落实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规范产前筛查制度。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持续开展“师生健康中国健康”主题教育活动,制定《鄂州市中小学校卫生室建

设和校医配备实施方案》,推广襄阳市健康副校长做法,开展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

测；开展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示范校创建，实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评议考核；

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监测筛查，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市教育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将干部健康素养水平纳入机关考核。 市卫健委
市直各单位，各
区，葛店开发区、
临空经济区

推广武汉市、宜昌市国家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经验,加强儿童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

等重点人群心理干预。依托省、市专业团队，完成40场心理科普宣讲活动。
市政法委

团市委、市卫健
委，各区，葛店
开发区、临空经
济区

2

加强健

康知识

宣教

完善健康科普专家库管理制度，发挥健康科普专家技术支撑作用,制定医疗机构开展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绩效考核办法。举办“323”健康科普大赛、中医药健康养生

文化节活动。开展“323”健康宣传周及“六进”活动。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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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名称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开播“323”健康大讲堂，利用新媒体平台加强“323”健康知识宣传。 市融媒体中心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3

加强健

康环境

建设

实施新全民健身示范工程四年提升行动,办好社区运动会和全民健身科学大讲堂等活

动。
市文旅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开展营养改善行动,推进重点场所营养健康食堂(餐厅)建设。 市市场监管局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开展营养与健康学校及无烟学校创建工作。 市教育局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二级以上医院成立营养科，市、区创建“323”健康主题公园、健康机关、健康社区、

健康家庭，将健康单位创建与文明单位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建设相结合。
市卫健委

市城管委、市民
政局、市妇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加强无烟环境建设,开展全市无烟党政机关建设。

市健康鄂州工

作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组织健康城市建设评价,开展新周期卫生城镇创建和健康细胞建设。 市卫健委
市直各单位，各
区，葛店开发区、
临空经济区

加强水土气环境综合治理。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推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提标升级工程。 市水利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4
扩大筛 依托基本公卫和重大公卫项目，充分利用移动医疗卫生服务车、智能健康服务包，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12

序

号

项目

名称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查范围 推进免费筛查、自主体检补助查、主动干预自己查。开展 37 万人次慢病和心脑

血管疾病筛查,对筛查出的重点高危患者进行干预管理。落实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及新生

儿听力免费筛查，扩大先天性心脏病筛查项目覆盖范围。完成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干预

1 万人次。

区、临空经济区

将“323”涉及病种纳入全市公职人员健康体检项目。 市直各单位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实施全市 35-64 岁城乡妇女宫颈癌免费筛查项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单位)开

展乳腺癌筛查。
市妇联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推进学生视力筛查各区全覆盖,完成筛查不少于 6960 人次,规范做好 0-6 岁儿童

眼保健及视力筛查工作。
市教育局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5
加强监

测干预

组织专家研究“323”攻坚行动涉及病种防治规律,推出一批简便易行有效的干预

措施。健全肿瘤登记报告制度,实现全市肿瘤登记全覆盖。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6
推进医

防结合

组建“323”中西医防治团队，实行二级以上医院“分片包干”制，开展“323”防筛管

治研工作。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慢阻肺等病种,完善基层药物配备,扩大高血压、糖尿

病门诊用药保障覆盖范围。建立公立医院综合服务窗口,推进健康管理、健康教育、预防诊

疗、门诊和住院等一体化服务。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建立居民“自我健康管理小组”。 市民政局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7
探索体

卫融合
开展社区体卫融合试点工作，推动健康关口前移。 市文旅局

市卫健委、市民
政局，各区，葛
店开发区、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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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名称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经济区

8

推广健

康教育

处方

各防治中心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患者风险评估,提供“一病两方”。发挥各级

防治中心和专科专病联盟作用,通过对口帮扶、教学查房、远程诊疗等形式,提高基层

卫生机构防治能力和健康管理效果。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9
健全救

治体系

建设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全市模式，不断提高市、区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含中医医

疗机构)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建设覆盖率,全面开展基层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站建设,

年底前完成 4 家机构认证达标。开展“心电一张网”建设，重点针对肺癌、甲状

腺癌、肠癌、胃癌、乳腺癌等,集中专家资源组建防治体系,推出一批诊疗模式。完

成二级以上医院推行肿瘤 MDT 会诊模式，加强“癌痛规范化治疗病房”建设工作。

建立全市新生儿心脏病筛查、诊断、治疗与救治服务网络。通过以评促建方式推进

慢阻肺防治体系建设,50%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推进市、区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建设。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0

加强中

西医协

同

依托市级中医药防治中心,推动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院完善中西医协同“四有”工

作机制。推进中医治未病纳入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普及中医养生保健方法,

在重点人群中推广 2 个中医治未病干预方案。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1

加强重

大疾病

救助

完善重特大疾病保障机制,聚焦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支持慈善机构、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大病患者救助。 市民政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强化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防范因病致贫返贫；

鼓励发展重特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加大重大疾病患者救助力度。
市医保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2 加强科 开展“323”攻坚行动防治相关项目的申报，争取省级相关中心子课题、联盟机构 市发改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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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项目

名称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学研究 支持。

每年组织开展市级“323”攻坚行动科研项目的申报。 市科技局
市卫健委，各区，
葛店开发区、临
空经济区

13
加强业

务培训

统筹专病防治相关业务能力提升与培训需求,针对重难点技术问题,加强专业化指

导和规范化建设,分层分批开展业务培训。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4

强化信

息网络

支撑

整合全市基本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院（含民营）医疗信息、体检机构（含

民营）体检信息、移动医疗卫生服务车和智能健康服务包筛查信息，建立防筛管治研一

体化信息化平台，实现防筛管治研流程化、信息化、模块化。依托健康鄂州信息平台，

实现线上居民签约、健康咨询、慢病随访、双向转诊等服务。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5

落实市

区考核

制度

将“323”攻坚行动纳入“十四五”规划和市政府工作报告为民办实事范畴，纳入对市

直各单位、各区年度考核指标。
市督查考评办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加强“323”签约服务、筛查数据的质控管理和考核运用。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6

建立下

沉激励

机制

将市级医院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远程会诊及带教服务、签约“323”防治团队纳入

城市医院医务人员晋升高级职称前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内容，纳入医务人员晋级的

前提条件。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7

建立多

元资金

保障

将“323”攻坚行动运行经费纳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市财政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统筹基本公卫和重大公卫项目资金、家庭医生签约补助等资金，开展“323”防治工作。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筹集各类慈善基金项目经费、企业资助。 市民政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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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名称
具体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18
强化组

织保障

各地要健全领导小组工作机制,定期研究、协调解决攻坚行动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健

康鄂州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发挥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作用,将“323”攻坚

行动与卫生城镇创建、健康城市建设有机结合,加大推进力度。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

要点,结合实际制定年度实施方案,加强跟踪督办,确保任务落实。

市健康鄂州工

作领导小组各

成员单位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19
加强政

策研究

财政部门要按规定落实投入政策。 市财政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发改部门要在项目规划上为攻坚行动提供支撑。 市发改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医保部门要研究利用医保支付方式杠杆促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实。 市医保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卫健部门要加强疾病防控策略研究。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教育部门要加强学校卫生，师生健康和近视预防干预等方面研究。 市教育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体育部门要加强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研究。 市文旅局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工会部门要加强职工健康体检管理制度研究。 市总工会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20
加强监

测评估

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攻坚行动监测评价,加快建设“323”攻坚行动信息平台,建立“信

息流”与“服务流”闭环。定期通报进展,开展年度总体评价,适时发布攻坚行动白

皮书,确保按计划完成目标任务。市级防治机构要加强对各区的业务指导和监测评

估。

市卫健委
各区，葛店开发
区、临空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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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鄂州市 2022 年专病防治重点任务指标

一、心脑血管疾病一体化防治

（一）筛查任务数（万人）：37

（二）基层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站建设任务数（家）

1.乡镇卫生院：26

2.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

（三）辖区每家高级卒中中心、防治卒中中心开展脑卒中

机会性筛查（例）：≥1000，≥500

（四）辖区每家标准版、基层版胸痛中心开展高危心血管

病患者冠心病筛查（例）：≥1000，≥300

二、癌症防治

辖区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肿瘤登记报告覆盖率：100%

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辖区三级/二级公立医院达到规范化建设标准覆盖率：

100%，90%

四、出生缺陷防治

产前筛查率：≥70%

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

（一）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任务数

市辖区至少筛查2320人，其余区至少1840人

（二）信息平台上班数据/任务数：≥80%

六、精神卫生防治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及面访率：≥80%



17

附件3

试点县(市、区)2022 年专病防治重点任务指标

（鄂州市）

一、心血管疾病防治

辖区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心血管专科医院胸痛中心建

设覆盖率,二级及以上中医医院胸痛中心建设覆盖率：≥90%,

≥50%

二、脑血管疾病防治

基层卒中防治站门诊、住院患者脑卒中筛查率及脑卒中

高危人群规范管理率：≥80%,≥80%

三、癌症防治

防癌核心知识知晓率：≥70%

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

慢阻肺高危人群筛查人数(人)：10000

五、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治

儿童青少年视力筛查任务数（人）：≥69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