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医疗服务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国际医疗
服务区

规划亮点

1.“陪护酒店”
园区内将配套建设一

批“陪护酒店”，为行动不
便的老人、重病患者提供
陪护照顾服务。园区的生
活配套板块中，将包含养
老公寓、健康养生会馆等。

2.“中医疗养”
中医在康复疗养、健

康管理、养生养老等方面
具备优势，按照计划，园
区特设中医组团板块，将
包含中医疗养服务；另外
还规建一个面向世界的
中医文化特色产业园。

3.“仿真培训”
园区将规建医疗教育

体系，包含医科大学、国际
护理学院等；并将设医学商
学院，培养医院管理方面的
人才。园区还将设置一个

“高仿真医学模拟培训中
心”，帮助医学生进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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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医疗服务区至
CBD 13公里
天安门 20公里
首都机场 20公里

一期用地：
3.67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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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记者温薷）
北京将在通州建设首个社会
资本办医“集聚区”——国际
医疗服务区，目前已纳入卫
生“十二五”规划。记者昨天
获悉，香港医管局已加盟该
区域，将为两地患者开通“双
向转诊”通道，意味着北京患
者将可随香港专家“转院”至
香港。

社会办医将有“集聚区”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政
府主办的“北京国际医疗服
务区项目发布会”获悉，今年
内，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内，同
时具备医疗、教学、科研、养
生、康复功能的“医疗中关
村”即将开工，2016年一期将

正式对外营业。
今后，“医疗中关村”将

建成北京首个社会资本办医
“集聚区”，主要通过吸纳社
会资本，打造高端医疗产业
集群。

通州区区长岳鹏介绍，
未来“医疗中关村”的主要服
务对象将是有高端医疗需求
的人群、疑难杂症患者、来华

工作或居住的人士，相当于
承接医改之中，公立医院剥
离出的“特需医疗”部分。

“目前国际医疗服务区
前期筹备工作已就绪，即将
进入实质建设阶段。”他表
示，2020 年，园区基本建成 1
至2家综合医院、8至10家专
科医院，提供床位 7200 张，
年门诊量预计460万人。

香港医管局加盟园区

昨天，通州区政府同多家
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其
中包括香港医管局。据悉，
双方将在园区共建临床中
心，京港两地医疗专家可互
动，患者还将实现“双向转
诊”。按照初步规划，“双向
转诊”通道建立后，两地患者

将享受一种全新的医疗服务
模式，即病人“跟随”医疗专
家，可在京港两地之间转诊。

通州区副区长于世疆表
示，园区一期将主要引进心脑
血管、肿瘤、妇科等方面的医
疗资源。目前，北京大学肿瘤
国际中心、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东区等都已确定落户园区；园
区还将建一所中美儿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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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中关村”可与香港双向转诊
北京国际医疗服务区落户通州，为首个社会资本办医“集聚区”；2016年一期对外营业

■ 追问

园区如何吸引医院加盟？
按照“医疗中关村”的目

标，2020 年园区一期整体建
成之后，就将聚集 3 万医疗、
医学专家，带动 10 万人就
业。园区如何吸引社会资
本、高端医疗机构“加盟”？
通州区副区长于世疆指出，
将会针对不同合作伙伴，设
计灵活的合作模式。

其中，一种是吸引院士、
专家牵头，建设独立医院。同

时，也将吸纳公立医院与社会
资本合作建设医院。另外，还
将发展“医疗地产”的模式，即
政府建设医院，再以租赁、出
售等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

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也
表示，园区建设已经写入北
京“十二五”卫生发展规划。
为此，政府也将落实社会办
医鼓励政策，在资源组织、行
政审批方面予以帮助。

■ 背景

每年五千万外地人在京求医
北京市副市长丁向阳昨天

介绍，北京地区医院年门急诊量
约1.6亿人次。其中，5000万是
京外人士。“十二五”期间，医疗
服务总量可能突破2亿人次。

据了解，目前北京很多

医院实际门诊量都已远超设
计标准，医疗需求量非常大，
并已呈现多元化、国际化需
求。而传统由政府提供的医
疗资源主要定位于基本服
务，难以满足高端要求。

市政协建议加强网络监管
建议政府把互联网管理情况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指标

北京两成孕妇存脐带血
十年间，留取脐带血的孕妇比例从2%提升到20%

■ 释疑

我国脐带血
最长存14年

新京报讯 （记者温
薷）十年间，北京留取脐带
血的孕妇比例从 2%提升到
20%。未来两年内，造血干
细胞配型查询平台拟实现
全国共享。

脐血库库存超15万份

至本月，负责为各个医
疗机构保存“脐带血”的北京
市脐血库已建库十周年。昨
天，北京市脐血库首席执行
官邓钺介绍，2002年，北京市
脐血库库存仅有5000份，目
前，已经达到库容量 50 万
份、库存量 15 万份。目前，
一份脐带血的存储期限是18
年，总费用接近1.7万元。

按照当年孕妇分娩量
的比例计算，2002 年仅有
2%孕妇留取脐带血，目前
已提升至 20%。邓钺表示，
这说明公众对脐带血的认
知水准有了提升，“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脐带血的存储
比例还不算高。”

记者了解到，目前拥有

助产资质的医疗机构，都可
为孕妇留取脐带血。平均
每天会有 120 份脐带血被
输送到脐血库中，然后需要
经过 16 项安全监测，测试
病毒、细菌等，最终在降温
后，冻存在零下 190 摄氏度
的液态氮罐里。

2008年之前，北京市脐
血库提供的脐带血，多用于
血液系统疾病的治疗。之
后，脐带血开始用于实体肿
瘤、免疫系统、代谢系统等
疾病的治疗，并在肝病、心
血管疾病等领域开展研究。

查询平台将全国共享

北京市脐血库目前已
建立了国内首个脐带血造
血 干 细 胞 配 型 查 询 平 台
——中国脐血查询网，现已
收录 2.3 万份配型数据，可
供医疗机构和患者找到匹
配的脐血。未来 2 年内，该
平台将同全国 7 家脐血库
进行资源整合，预计配型数
据将达到5万至7万份。

血液毕竟是容易变
质的东西，时间长了还能
用吗？不少有意储存脐
带血的家庭，都比较“纠
结”于这个问题。

北京市脐血库首席执
行官邓钺表示，从国际上
讲，脐带血从上世纪90年
代初发展至今，存储年限
最长的案例来自美国，科
研 人 员 成 功 将 冻 存
21-23.5 年的脐血细胞复
苏，并从中分离出形态、
功能正常的造血干细胞。

今年 3 月，北京市脐
血库对一份冻存 14 年的
脐血进行解冻，解冻后细
胞活性达 96.12%，并成功
用于临床，这是中国用于
临床冻存年限最长的脐
带血。

新京报讯 （记者韩宇
明）昨日，北京市政协常委
会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我市
互联网管理的建议案》，提
出针对互联网特点，整合现
有资源建立全市统一的网
络管理机构，提高薪酬待
遇，吸引顶尖人才参与管
理，同时扩大网评员队伍，
通过技术手段，从源头上加
强互联网管理。

建议扩大网评员
队伍

北京市政协建议各级党
委和政府把互联网管理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将互联网管
理情况纳入各部门年度考核
指标中，并将网络知识作为
公务员培训的必修内容。

建议案认为，互联网的
特点要求有一个集中统一的
管理机构。因此建议针对网
络特点，整合现有管理资源，
成立统一的北京市网络管
理机构。

同时，建议以政府购买

的形式，提高薪酬待遇，吸
引顶尖人才参与互联网管
理，培养既懂管理又懂互联
网的复合型人 才 ，并 打 造
由各方力量参与的社会化
工作团队。在技术和财力
上给予支持，扩大网评员
队伍，营造积极向上的网
络环境。

推进网络实名制和
手机实名制

针对网络特点，市政协
建议，通过技术创新，从源头
加强互联网管理。如推进网
络实名制和手机实名制，让
网络行为和个人绑定，在消
息源上加强监管。

同时，改进网络舆情监
测系统，通过公开监看、数
据分析、技术侦察等多种手
段和方法分析研判，及时掌
握网络状态、获取网络情报
信息。

建议案提出，北京市与
中央科研院所合作，成立北
京市互联网技术研发中心，

组织核心技术攻关，加强新
技术储备，如研究域名解析
控管和应急处置有害网站等
技术手段。

关键时刻政府网站
不能失语

建议案认为，政府应发
挥网络监管的主体作用，在
重大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
故、重大社会事件等报道中，

“首都之窗”、“千龙网”等政
府网站要及时、准确、全面发
布权威信息，提高实效、增加
透明度。

建议案提出深入推进
政务信息公开，在重大问
题上不缺位、关键时刻不
失语。

同时，市政协还建议完
善网络发言工作制度，建议
各区县、各部门设立专职或
兼职的网络发言人，配合

“北京微博发布厅”，就社会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
权威发布，制止网络谣言和
不良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