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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山正式获批国家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城市，此

次项目是国家首次在全国范围内遴

选地市开展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试

点，首批名额只有 15个，中山成为

广东省唯一入选城市。

本报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邓波 曹水和

●2022年全市人均中医诊疗
人次达1.25，高于全国和全省水平

“这是我第三次来做针灸了，非常方
便，从家里过来步行只要十分钟。”10月19
日上午，家住中山港社区的梁阿姨来到火
炬开发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做针
灸理疗，她近段时间半边脸肿痛，来治疗
几次已经得到了有效缓解。据了解，近 5
年，全市中医门诊人次、住院人次年均增
长 7%、11%，2022年全市人均中医诊疗人
次达1.25，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

长期以来，中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中医药事业，切实把中医药放在健康中
山、健康广东以及全市经济社会建设大局
中去定位、去谋划、去推进，经全市上下多
年奋斗，全市中医药事业基础厚实、特色
明显、成效卓著。据了解，中山市近五年不
断加大财政投入，建成以市中医院为龙头
的四级体系，床位、医师等核心资源年均
增长超 11%，截至 2023年 10月，全市有中
医医疗机构 216个、中医类别执业（助理）
医师 2204人。全市有三甲中医医院 2家，
累计建成中医类国家级重点专科 4个，省
级重点专科24个，市中医院国考位居全国

同类医院第71名，陈星海中西医结合医院
是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镇
街医院和社区率先在全省实现“中医馆”
100%覆盖，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
的中医诊疗和中药智慧煎煮配送服务。

●全市中医药产值超50亿元
我市中医药产业兴旺发达，全市拥有

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华南现代中医药
城，医药“四上”企业761家，营收规模超千
亿，形成了产学研高效转化的现代中医药

产业。其中，中医药产值超50亿元，驰名中
外的百年名牌“沙溪凉茶”就出自中山。

全市中医药改革敢为人先，广东是首
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之一，中山
市是广东试点市的典型代表，“完善中西
医协同模式，开展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

‘旗舰科室’建设”项目获评为该示范区
试点主题，中医药“防治康”一体化建设、
医保中医支付方式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同
一疾病中医治疗费用比西医降低 31%，个
人负担降低 25%。中西医兼容的DIP基本

医保支付体系成为“全省医改十大创新典
型案例”。

●“港澳药械通”首批试点城市
之一

中山市力推大湾区中医药交流合作，
拥有全国首家粤港合资的三甲中西医结
合医院，是“港澳药械通”的首批试点。市
中医药文化馆累计接待外国元首及海内
外访客超30万人次，成为全国中医药文化
宣传教育基地、全国中医药文化建设先进
单位。2022年，大湾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
展大会在中山市成功举办。

目前，中山已组建由市委书记任组
长、市长任第一副组长的国家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领导小组，以及市卫生
健康局、市财政局牵头的项目专班，制定
了详细的项目分工、时间表、路线图，正紧
锣密鼓推进项目实施。

市卫生健康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中山将全力落实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
思想，严格对照国家示范试点要求，全面
实施“6+10”中医药发展战略，通过构建中
医药技术传承、人才发展、服务模式、管理
体系、产业发展、文化传播 6大创新高地，
全力实施培育高层次人才、提升中医诊疗
服务能力、推进大湾区中医药合作等10大
重点建设项目，建设以中医药服务为主
体、中医药产业和文化为两翼的高质量发
展体系，创新三医联动及多元投入支持中
医药发展的管理模式，打造创新型中医药

“防治康”一体化健康服务模式，使中医药
更好地服务于健康中山、健康湾区、健康
中国建设，努力建设成为全国地级市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样本。

中山入选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城市

去年全市人均中医诊疗人次达1.25

我市中医药事业综合实力走在全国前列，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便捷的中医诊疗
服务。图为黄圃人民医院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中药制剂。 本报记者 王云 摄

近日，家住小榄镇沙口社区的

邓凤兰，在家吃完早饭后，与邻居散

着步到了沙口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几分钟不到，她办理好了医保相关

事宜。提到家门口的“10分钟政务服

务圈”，她直言非常利好，很是方便。

今年，小榄镇全域打造“10分钟

政务服务圈”，提高政务惠企利民水

平。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以小

榄为例构建的便民服务“政务圈”，

已在中山各镇街全面开花，不仅实

现了中山政务服务破局、营商环境

的大提升，更促进了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推动

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陈雪琴

■高频事项实现家门口办
每年 9月至 10月，是全市合作医疗和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的时候，这也是沙
口社区党委副书记黎江华最头疼的时候。

小榄镇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周慧
介绍，小榄镇常住人口达 70多万，每天前
来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的居民尤其多，特别
是遇到缴纳医保、社保等与居民息息相关

的高频事项时，政务服务窗口更加繁忙。
作为沙口社区的工作人员，黎江华等

需要收集社区 1万多人的资料，然后帮助
居民“跑腿”到镇街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医
保相关事宜。“每次排队至少半个小时。”
黎江华说，除了耽搁时间外，有时因材料
不全，部分居民还需跑两趟，非常麻烦。

黎江华的烦恼如今得到了彻底解决，
医保等高频事项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
可全部办理，不用再前往镇街政务服务中
心排队办理。记者在沙口社区党群服务中
心看到，当天不少社区居民拿着现金在办
理相关事宜，几乎所有居民一来就可直接
办理，无须排队等候。

这一转变，得益于今年小榄镇全面梳
理基层公共服务（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全
域打造“10分钟政务服务圈”，推动了一批
村（社区）承接部分操作简便、流程简单、
覆盖面广、企业群众办理频率高的政务服
务事项。如今，社保医保、养老服务、投资
建设、卫生健康等企业和群众办理的高频
事项，统一纳入了村（社区）公共服务（政
务服务）事项清单，实现了政务服务“就近
办”“掌上办”“免证办”“一次办”。

■“10分钟政务服务圈”全镇全覆盖
“小榄镇域范围大，像埒西一、坦背等

村（社区），前往镇政务服务中心需要半个
多小时，如果加上排队办事时间，一去一
来至少需要大半天。”周慧介绍，为提升群
众政务办事体验感，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

项“就近办”，小榄镇制定了《全域打造“10
分钟政务服务圈”工作实施方案》，依托村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有各类公共服务
平台的场所、设备、人员等资源，采取授权
办理、委托收件、帮办代办、协助网办等方
式，进一步提升村（社区）政务服务能力。

同样，依托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小榄镇在沙口社区还成立了“中易办”企
业服务中心，与企业相关的人才服务、商
事登记等事项，都可在此办理。周慧介绍，
结合“10分钟政务服务圈”工作，小榄镇推
进镇、村（社区）两级“中易办”企业服务中
心建设，并在辖区天集智海工业园、聚诚
达喷涂产业园、菊城智创中心园区开设企
业服务点，就近畅通企业服务渠道，打造
高标准区域企业服务样本。

“10分钟政务服务圈”业务下放，不仅
方便群众，更是业务能力、业务水平、服务
态度的下放，对外展示着小榄镇政务服务
形象。周慧表示，今年 5月，埒西一社区率
先在小榄全镇实现100项政务服务事项社
区可办；6月时，小榄镇“10分钟政务服务
圈”已实现 29个村（社区）全覆盖；6月至 9
月下旬，全镇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
大厅累计办理业务超 1.6万宗，赢得了群
众和企业的“好口碑”。

■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镇街是中山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是

发展经济、服务企业的第一线。中山市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通过“放管服”改革赋

予镇街更大的自主权，超 600 项政务服
务事项下放至镇街，方便群众企业就近
办事，镇街行政效能得到提高，镇街发展
活力也得到全面激发。市政数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以小榄为典型代表构建的便
民服务“政务圈”，已在中山各镇街全面
开花。

记者了解到，除小榄构建了“10分钟
政务服务圈”，西区街道也聚焦“服务就近
享、办事更便捷”目标，按照“1+N级”联动
体系建设，标准化打造了“街道政务服务
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驿
站+24小时自助区+园区+银行”等多层次
街道“15分钟政务服务圈”，企业群众“足
不出圈”，就可享受多项政务服务，真正打
通了基层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此外，
翠亨新区、东区街道也不断推进政务服务
改革创新，实现了重点服务企业诉求优先
接诉、快速流转、一跟到底等全流程管家
式服务。

为进一步满足民营企业需求，中山全
市持续提升“一网通办”服务能力，超过
3000多项政务事项实现在线申办，94%实
现“零跑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流程也进
一步优化，政府投资类、社会投资房屋建
筑类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30个工作日，社
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审批时限压缩至
12个工作日等。市政数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破
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为全市营造更加
优质的营商环境。

办事不出“圈”省时又省事
我市超600项政务服务事项下放至镇街，以小榄“10分钟政务服务圈”为代表的

就近服务，已在中山全面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