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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医疗卫生机构
总数达9423个

十年来，全市公共卫生整体实力
和疾病防控救治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王静田）7月8

日，记者从唐山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获

悉，十年来，唐山市文化旅游产业调旧育新、

竞进升级，“诗和远方”珠联璧合，文旅事业、

产业繁荣发展，不断打造“新引擎”推动城市

经济提质提效，有力提升了唐山知名度和美

誉度。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唐山市山、海、湖、岛、湿地等各种地形

地貌俱全，自然资源多样；长城、清东陵、“冀

东文艺三枝花”、近代工业“七个第一”等遗

产遗存丰富，人文资源厚重。依托这些独特

的资源禀赋，不断加强旅游资源的集中集约

配置，持续深入推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十年来，唐山市加速培育形成北部长城

山水、中部工业文化、南部海岛湿地三大板

块和唐山国际旅游岛、曹妃甸湿地、滦河文

化产业区、市区工业文化体验区、长城旅游

带、清东陵等六个产业核心聚集区的全市

“三大板块、六个聚集区”产业发展格局，连续

成功举办三届，并将在今年继续举办第四届唐

山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第四届中国工业旅游

产业发展联合大会等活动，凸显唐山特色，激

发城市经济的文旅内生动力，围绕“唐山周末”

旅游形象品牌丰富业态、串联线路、优化地接，

“唐山周末”知名度、美誉度日益提高。

目前全市共有49家A级以上旅游景区

（其中5A级1家，4A级13家），176家旅行社总

社，39家星级酒店。2019年，全市共接待游客

78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68亿元，和十年

前（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了411%和814%。

非遗保护基地将投用
目前全市共有世界文化遗产2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各类不可移动文

物1300余处，图书馆13个，文化馆15个，博

物馆15个，网吧、影剧院、演出等文化娱乐

场所558家。市级图书馆、群艺馆、博物馆、

大剧院规模大，品质高，美术馆、非遗保护基

地即将投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

此外，唐山市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143个，其中进入国家级名录的项目

7个；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39人，其

中14人入选国家级。

品牌影响得到新放大
唐山市成功承办第二十一届中国北

方旅游交易会等大型旅游交易会，连续推

出了“珍珠项链营销工程”扩大宣传，2018

年确立“唐山周末”品牌，2019 年唐山周

末·百万人徒步大会、月岛海洋音乐节、长

城乡村美食节、曹妃甸国际河豚美食节等

110 项丰富多样的节庆活动吸引了大批京

津冀及中远程客源市场游客。“唐山周末”

品牌营销被人民网评为“中国文旅营销案

例典范”。

唐山旅游收入比十年前增长814%
“诗和远方”珠联璧合，唐山文旅产业十年间不断打造“新引擎”

本报讯（燕都融媒体记者王静田）7月8日，记

者从唐山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获悉，唐山市老

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工程质量出现了问题，您可以拨

打电话2859705进行反映。

据了解，为了对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工程质

量进行监管，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一方面

建立了政策指导体系。制定《实施方案》，编印

《技术导则和标准》《质量监督要点》《安全施工

风险管控手册》等文件，规范改造内容和标准，

提升和加强现场施工技术水平，保证工程质

量。另一方面，建立了监管体系。施工现场实

行“三统一”和“七个一”管理模式，与街道办、

社区居委会结合，每个社区选出不少于 3 名居

民代表，全过程参与监督小区改造。同时，建

立改造项目竣工验收体系。规范指导工程验

收，通过“样板”+“制度”的双重保障，进一步促

进作业现场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管理，使小区

改造达到设计水平。

延伸果品产业链助农增收
近年来，唐山遵化市

在帮助农民搞好板栗、水

果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

板栗深加工、水果罐头

加工产业，延伸干鲜果

品产业链，解决果品销

售 出 路 问 题 ，助 农 增

收。目前，该市每年加

工 转 化 干 鲜 果 品 可 达

25 万 吨 。 图 为 7 月 7

日，工人在唐山遵化市

一家板栗加工厂的车间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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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质量出现问题
可拨打电话2859705反映

7月8日，记者从唐山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获悉，十年来，唐山

市公共卫生事业实现了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和疾病

防控救治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在面对重大传染病威胁、抗击

重大自然灾害时，广大医务人员临危不惧、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舍己

救人，赢得了全社会赞誉。
燕都融媒体记者 王静田

十年来，唐山市坚持“预防为

主”、“面向农村、面向基层”，加快推

进覆盖城乡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

设，艾滋病、结核病、新冠肺炎等重大

传染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得到提高，有

力地保障了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十年间，唐山市相继建立了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系

统、结核病管理信息系统、艾滋病

网络直报信息系统以及慢性病监

测信息系统等，实现了全市网络

畅通，运转有效，对疫情实行实时

监控，加强传染病早期预警。制定

了各种传染病暴发疫情及重大自

然灾害的应急处置预案，落实公共

卫生疫情信息网络报告制度，做到

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十年来，唐山市坚持以人为

本、健康优先战略，统筹规划全市

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强化市、县、

乡、村四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

设，医疗资源始终保持在全省前

列。目前，全市医疗卫生机构总

数达到9423个，其中三级医院增

加到15家，包括4家县级医院和2

家民营医院。全市医疗机构床位

数达到 5 万张，每千人口医疗床

位数 6.3 张，高于全省 5.6 张的平

均水平。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唐山

市设置了 2 所市级、19 所县级集

中收治定点医院和 53 所发热门

诊定点医院，并将市第九医院、市

第四医院、市第八医院、第三医院

改造为路北、路南、高新、古冶区

级定点医院。有力、有序、有效开

展新冠肺炎救治工作。

近十年来，唐山市逐步完善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并

对照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认

真落实各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

测预警工作，密切关注传染病疫

情动态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展

趋势，加强对流感、不明原因发热

等疾病的诊断和研判。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唐山市迅速印发实施《唐山市突

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一级

应急响应预案》《唐山市新冠肺炎疫

情控制应急预案（试行）》，为疫情防

控工作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年来，唐山市基层卫生服

务体系得到稳步发展，基层医疗

卫生体系健全，布局合理，城乡之

间发展均衡，人员配备齐全，为全

市城乡居民提供了较好的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全市已全部消除

“空白村卫生室”和“空白村医”。

改造升级乡镇卫生院 85 所，新

建、改扩建高标准集体产权卫生

室4700多所。在全市范围内，建

立了以城市三级医院、市级专科

医院为龙头的6大医疗集团、4大

专科联盟，覆盖全部二级医院和

部分基层医疗机构。

近十年来，全市人均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由2009

年的 15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69

元。十年来，累计服务 0-6 岁儿

童 171.55 万人次，孕产妇系统管

理 91.5 万人次，老年人 729 万人

次，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8.94 万人

次，0-6 岁儿童（含流动儿童）预

防接种75万人次，一类疫苗预防

接种率持续保持在93%以上。婴

儿死亡率由 2009 年的 3.5‰下降

到2019年的2.78‰。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不断完善

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夯实

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立

医疗卫生资源保持全省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