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起草的背景和过程

根据《“健康山东 2030”规划纲要》《山东省“十四五”卫

生与健康规划》《关于贯彻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健康烟台建设的实

施方案》《烟台市“十四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等文件，2023 年

1 月起，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发区管理办公室开始着手编制

“十四五”期间卫生与健康发展规划，期间收集大量上级政策文

件和历史资料，并召开座谈会，走访疾控中心、业达医院、妇幼

保健院、福莱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古现医院等单位，详细了解

“十三五”规划总结、“十四五”规划重点、医共体建设、医院

改造、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等情况，经过充分调研论证，5 月

初形成《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以

下简称《规划》）初稿，由卫生健康管理办政策法规和规划信息

处作为牵头科室，先后征求卫健办各处室、单位意见以及各镇街、

区直各部门单位意见，完成《规划》征求意见稿。6 月 5 日-7 月

5 日，将《规划》征求意见稿在开发区官网全文公布，广泛听取

社会公众意见。

二、《规划》制定的必要性

“十四五”时期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进起步期、新一代科技与产业革



命的快速变革期；也是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乘势而上、向海而新、

策马扬鞭，冲刺建区 40 周年奋斗目标、实现产业升维、城市跃

迁、建设烟台市现代化滨海新区的战略机遇期，更是开发区优化

卫生健康服务体系、促进卫生健康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黄金期，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历史使命和重大现实意义。编制

好《规划》，对于加快推进开发区新型健康城市建设，积极融入

烟台黄渤海新区发展战略，牢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理念，

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

保障人民健康，奋力打造“健康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

紧迫性。

三、主要内容

《规划》包括规划背景、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四

个部分。

（一）规划背景。“十三五”时期，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

环境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开发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市政府和工委管委坚强领导下，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烟台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

神，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实现了卫生健康事业进一步发展，人

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

（二）总体要求。以“宜居宜业卫生城，活力健康开发区”

为统领，秉承“健康开发区”的发展目标，狠抓 8 大方面提升工

作，深入推进 31 项重点任务，到 2025 年，初步构建与区域发展



定位和社会经济发展现况相匹配、人民健康需求相适应的优质高

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倾力打造医疗技术与健康产业创新融合

发展、卫生人才加速凝聚、医疗服务精准优质的宜居宜业健康开

发区。到 2035 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水平成为开发区又一靓丽

名片，将开发区打造成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示范区、现代化

健康城市样板区和海滨健康服务业承载区。

（三）主要任务。

1.广动员、促协同，深入开展健康开发区建设。加大健康知

识传播力度，形成“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全社会参与”的工

作格局。推进全面健身行动，加强体育健身指导。推进健康教育

科普基地建设，到 2025 年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到 34%，争创烟

台市全民健康素养第一区。组织开展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到

2025年，国家卫生乡镇创建率达100%，省级卫生村创建率达97%，

市级健康细胞总数达 110 个，全区 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控制在

22%以下。

2.扩规模、强内涵，全面推进医疗服务供给改革。优化医疗

资源布局，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推进八角湾国际医院、玲

珑·英诚国际医院、开发区妇幼保健院等建设项目，谋划布局开

发区中医医院。推进区内医院内涵发展，推动业达医院三甲创建

工作和大季家医院二级医院创建工作，推进基层医疗机构转型升

级。到 2025 年，每千常住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达到 9.9 张。持

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国家级紧密型医共体试点建设为契



机，建立并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分级诊疗格局，提高居民就医满意度、获得感和幸福感。

3.增数量、提质量，织牢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优化基层

医疗资源布局，到 2025 年新增社区卫生服务分中心 1 家，社区

卫生服务站 6 家。持续完善中心卫生院建设，推进大季家医院二

期建设工程、古现医院改造提升工程、八角医院发热门诊建设工

程、潮水中心卫生院新建工程。强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强化基

层“健康守门人”作用，提高家庭医生团队服务数量和质量。推

广智慧化家庭医生签约，完善家庭医生服务能力。

4.化刚性、为韧性，建设强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三位一体”的疾

病预防控制网络体系。合理布局院前医疗急救网络，新增 3 个急

救站，平均急救反应时间少于 15 分钟。提高重大疾病防控水平，

加大传染病防治力度，落实各项防治措施，强化心血管疾病、癌

症、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疾病筛查和早诊早治。

5.优体系、惠民生，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完善优生优

育服务，建立健全多元供给、托幼一体、康育结合、方便可及的

托育服务体系，到 2025 年，每千人口 3 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

到 4 个。探索建立符合新时期妇幼健康需求的服务体系，促进儿

童和青少年健康。促进老年人健康，到 2025 年二级及以上综合

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的比例达到 100%、老年友好型医疗机构

不少于 90%。加强职业健康保护，严格落实用人单位主体责任，



加强重点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源头治理。保障特殊人群健康，建

立健全因病易返贫致贫风险人群监测预警和精准帮扶机制，实施

残疾预防行动计划，满足部分残疾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6.抓机遇、促发展，推进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构建中医药

服务体系，加快区中医医院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提升烟台业达医

院中医学科建设水平。优化中医医疗服务模式，总结推广中医综

合诊疗模式、多专业一体化诊疗模式和集预防、治疗、康复于一

体的全链条服务模式。到 2025 年，推广 25 个中医治未病干预方

案，35项中医临床优势技术操作规范和50个优势病种诊疗方案。

营造中医药发展环境与文化，加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深入开展中医药文化普及推广。

7.依优势、拓视野，推动健康产业实现新突破。做强做大生

物医药产业集群，打造开发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高峰。做精做

细大健康服务产业，探索打造高端健康服务集聚区。加大健康产

业政策支持力度，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8.夯基础、优支撑，助力卫生健康事业有序发展。推动卫生

人力资源扩容增质，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开展“名医、名科、名

院”培养及领航人才引培工程。提升全民健康信息化水平，加快

建设“互联网+医疗”、电子健康卡、便民惠民服务平台，实现全

民健康信息共享互换、互认互用。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

健全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督察机制，开展部门联合检查、联合

执法、联合惩戒。



（四）保障措施。分别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投入机制、完

善制度保障、注重宣传动员、强化监督落实等五个方面提出工作

要求，保证《规划》顺利实施。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发区管理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