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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东

深秋时节，塞上江南。曾经面朝
黄土的陕北村民，如今看病不再愁，日
子更兴旺。不久前，记者前往陕北乡
村进行采访，见证了以健康为底色的
乡村振兴景象。

扩围与升级

窑洞内的墙壁光滑瓦亮，窑洞外
的院墙平平整整，村庄道路砖石铺就
直通院落，每家每户都装上了可干燥
处理粪便的“高科技”厕所，太阳能路
灯彻夜带来光明……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郝家桥村
71岁的村民老侯绝对想不到自己的
生活会有这么大的变化。5年前，他
的家庭被“阴霾”笼罩——儿媳罹患乳
腺癌，妻子脑梗住院，家人治病前前后
后花了20余万元。

因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依据政
策，家人住院报销了90%。但后续看
病、养病的钱让他犯了难。最终，从各
处借来的 8万元让他家渡过一时难
关。老侯原本以为欠款要还很多年，
谁曾想，去年就还完了。

原来，郝家桥村几年前开始启动
土地流转，老侯家二十几亩地交由村
委会打理，每年有近3万元分红，在当
地政府的帮扶下，他开办了小磨房赚
取加工费。如今，他不但收入增加了，
而且家人看病不用愁，可以踏踏实实
地过日子了。

土地流转后，村委会也有了一定
的经济基础，可以为村民提供更多服
务。在郝家桥村，幼儿园、小学、养老
院、图书室、文化广场、垃圾回收银行，
应有尽有。孩子上学、放学有校车免
费接送，养老院内老年人吃住免费。

从“早上汤，中午糠，晚上碗里照
月亮”，到吃好穿好看病有保障，再到
如今居住好、生态好，陕北的村民们过
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这背后，是陕
西的卫生健康工作向着“大健康”不断
扩围与升级。陕西省卫生健康委持续
化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实现健
康扶贫向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将大病
专项救治模式推广到脱贫县域医疗机
构，施行先诊疗后付费政策，推进医疗保
障一站式结算，让村民看病不再犯难。

如今，陕西省持续聚焦乡村振兴领
域的“急难愁盼”问题和健康需求，按照
规划、政策、工作、机制、人员“五个衔
接”的要求，为困难群众建立起防范因
病致贫返贫监测预警和帮扶长效机
制，持续化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

“空白点”清零

一间土窑洞，两张旧桌椅，设备匮
乏，墙皮掉渣，这是曾经的郝家桥村卫
生室样貌。2019年经过改造后，新的

村卫生室面积达到126平方米，窗明
几净，诊断室、治疗室、药房、公共卫生
室一应俱全，能够开展中医理疗服务，
还配备了近百种中草药。

硬件建起来，软件强起来。如今，
在县镇村医疗卫生一体化管理大背景
下，绥德县中医院内科主任曹波泉每
周都要来郝家桥村卫生室出诊。若村
民临时有就医需求，医院也会随时派
遣相关科室医生来坐诊。

小病慢病不出村，大病救治不耽
搁，这在陕西逐步变为现实。全省采取
强力措施，使村卫生室和村医“空白点”
动态清零，实现村民基本医疗有保障。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还有着更深远
的布局，以县级医院能力建设、“县乡
一体、乡村一体”机制建设、乡村医疗
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为三大主攻方
向，不断补短板、强弱项，加强基层人
才招聘和综合培养，开展三级医院对
口帮扶，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加强紧密
型医联体建设，选派人员加强驻村帮
扶工作，持续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
生室标准化建设。

该省要求，对脱贫地区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在编制、人员招聘、职称评
定、人才培养、待遇保障等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城市医生晋升副高级职称前
要有1年以上县乡基层工作经历。医
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可免试申请乡村医
生执业注册。陕西省卫生健康委还在
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防治、妇女儿
童健康改善、健康促进等方面积极推
进，加速健康陕西建设与爱国卫生运
动融合，加快推进健康乡村建设。

就在不久前，陕西省委、省政府印
发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意见》，提
出到2025年，农村低收入人口基本医
疗卫生保障水平明显提升，乡村医疗卫
生机构和人员“空白点”持续实现动态
清零，健康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为此，陕西省成立了17个专项行
动组，分别负责统筹推进健康陕西各
专项行动，设置了130项指标和27项
考核指标，打通省市县三级，将健康陕
西建设与深化医改、爱国卫生、疫情防
控和乡村振兴战略等相结合，统筹谋
划，协调推进。陕西正在用实际行动
打造着属于这里的健康美好新生活。

陕西：乡村振兴的健康底色

本报讯 （首席记者姚常房）近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起草的《互联
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
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将互联网
诊疗纳入当地医疗质量控制体系，开
展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确保医疗质
量和医疗安全。互联网诊疗过程中所
产生的电子病历信息，应当与依托的
实体医疗机构电子病历系统共享，由
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开展线上线下一
体化质控。

《征求意见稿》要求，医师接诊前
需进行实名认证，确保由本人接诊。
互联网诊疗实行实名制，患者有义务
向医疗机构提供真实的身份证明及基
本信息，不得假冒他人就诊。医务人

员如在主执业地点以外的其他互联网
医院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根据
该互联网医院所在地多机构执业相关
要求进行执业注册或备案。

《征求意见稿》明确，患者就诊时
应当提供门诊病历、住院病历等具有
明确诊断的病历资料，由接诊医师判
断是否符合复诊条件，并采集患者已
经确诊的纸质或电子凭证信息。鼓励
有条件的省份在省级监管平台中设定
互联网诊疗合理性判定规则，运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进行分析
和监管。医疗机构应当明确互联网诊
疗的终止条件。当患者病情出现变
化、本次就诊经医师判断为首诊或存
在其他不适宜互联网诊疗的情况时，
接诊医师应当立即终止互联网诊疗活

动，并引导患者到实体医疗机构就诊。
《征求意见稿》指出，互联网诊疗

病历记录按照门诊电子病历的有关规
定进行管理，诊疗过程中的图文对话、
音视频资料等应当全程留痕、可追溯，
并向省级监管平台开放数据接口，保
存时间不得少于15年。医疗机构电
子处方、处方审核记录、处方点评记录
应当可追溯，并向省级监管平台开放
数据接口。作为实体医疗机构第二名
称的互联网医院，与该实体医疗机构
同时校验；依托实体医疗机构单独获
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互联网医
院，每年校验1次。省级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应当建立省级互联网医疗服务
监管平台，对辖区内开展互联网诊疗
活动的医疗机构实现实时监管。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征求意见

□本报记者 王潇雨

怎样用数据帮助医院，用更低的
成本、更高的效率来服务患者？如何
打造诊疗更安全、就诊更便利、沟通更
有效、体验更舒适的医疗卫生服务新
模式？近日，第八届互联网＋健康中
国大会在浙江省嘉兴市召开。在第六
平行分论坛“智慧创新发展论坛”上，
与会学者指出，要将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跟医学深度融合，才能在未来
推动医学模式的变革。

服务基层，新技术加
速整合串联

“在互联网诊疗起步阶段，医生不
能通过网络听患者的心音、肺音、叩

音，只能进行问诊。后来，这些问题靠
数字听诊解决了。声波振动监测技术
敏感度比人耳高出一倍，而且简单、易
行。加上智能算法，实现声波可视化，
这样就可比对、可计算、可筛选。在互
联网的支撑下，远程联合门诊成为保
障基层患者首次发病找专家的创新模
式。虽然互联网医院禁止首诊，但是
借助联合门诊的方式，基层首诊就成
为可行模式。”国家远程医疗与互联网
医学中心主任、中日友好医院医院发
展办公室主任卢清君说。

中日友好医院1998年成为卫生
部远程医疗试点单位。“经过20多年
发展，远程医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技术不断完善。在‘十三五’期间，医
院重点对管理、业务模式、技术平台作
了进一步研究，为提高基层服务能力
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卢清君介绍，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的指导下，

基于远程会诊网络，该院建立了国家老
龄服务和医养结合的远程协同平台。
第一期174家试点机构已经入网，目
前正在招募第二期，目标是500家。

“机制、技术已经相对成熟，第二
期将进一步探索服务模式，同时对接可
穿戴设备、监测设备，进行数据采集。
结合慢病门诊和综合诊疗体系，平台可
以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提供远程服
务。目前，我们需要在技术上加强研发
和创新，加强配置，重点是围绕医疗质
量和患者安全进行防控。”卢清君说。

80%的皮肤病患者在基层医疗机
构就诊。“遗憾的是，基层皮肤专科医生
少，县级以下几乎没有皮肤专科医生。”
卢清君说，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皮肤
病与性病科主任崔勇教授研发的人工
智能皮肤影像诊断辅助系统，可准确
识别17种皮肤肿瘤，准确率达91.2%，
远超美国同类技术。对基层来说，这

一辅助系统是非常有帮助作用的。
保障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需要

高标准的5G网络基础设施。卢清君
介绍：“去年，中日友好医院与中国移
动集团等联合获得了国家发改委5G
新基建项目，与多家医院牵头建设国
家、省、市、县、乡、村远程医疗协同体
系。同时，中日友好医院牵头制定了
5G医疗卫生行业应用标准。”

“互联网医院的最终目标是助力国
家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卢清君认为，

“一方面，要把国家政策、行业法规、
标准制度贯彻下去；另一方面，把资
源整合串联起来，创新服务方式，在
服务基层的同时结合医保支付、人工
智能技术等，提高效率。”（下转第4版）

数据深度融合，让医疗更有温度

近日，福建省儿童医院、福建省妇幼保健院组织医疗专家团到西藏自
治区昌都市，联合该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免费筛查活
动。具备手术指征的患儿将被安排到福建省儿童医院接受免费的手术治
疗。图为儿童保健专家在为藏族儿童进行听诊检查。

特约记者郑艺姝 通讯员刘达宾 郑庆燕摄影报道

先心病筛查
守护藏区儿童健康

编 辑 李阳和

关注互联网＋健康中国大会（六）

本报讯 记者王耀从11月
2日召开的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获
悉，截至10月31日，甘肃省各级
医保部门已紧急筹措并向新冠肺
炎救治定点医疗机构拨付救治预
付金2.83亿元。

据悉，在疫情防控期间，甘肃
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医疗救治费
用实行特殊政策，由医保基金和
财政补助共同负担。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发生的医疗费用，在按基
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规
定支付后，个人负担部分由就医

地财政给予补助，实施综合保
障。异地就医确诊患者不需要办
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由就医地
医保部门直接结算，确保患者及
时得到救治。

此外，今年以来，甘肃省医保
局牵头建立新冠病毒疫苗及接种
费用保障协调机制，安排疫苗及
接种费用预算56.8亿元，保障开
展疫苗全民免费接种。截至目
前，该局已会同甘肃省财政厅向
甘肃省疾控中心拨付疫苗费用
20.52亿元，向接种机构结算疫苗
接种费用2.58亿元。

甘肃拨付救治预付金2.83亿元

福建：持居住证
可就地参加医保

本报讯 （记者朱成玲）近日，福
建省医保局印发《关于做好我省居住
证持有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工作的
通知》，明确该省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
户籍人口同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
利和基本医疗保险同等待遇。

《通知》指出，已在该省稳定就业
的居住证持有人，由用人单位依法为
其办理职工医保和生育保险参保登
记；在学校连续就读的居住证持有人，
参加学籍所在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其他居住证持有人，可按照自愿原
则，参加居住证所在地的城乡居民医
保或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医
保。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地与户籍地、
居住证所在地不一致时，可凭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申请参加就业地灵活就
业人员医疗保险。

河北命名
88个卫生镇

本报讯 （通讯员王恩川 记者
肖建军）近日，河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命名南柏舍镇等88个乡镇为“河
北省卫生镇”，命名东东门村等1390
个村为“河北省卫生村”。

河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要求
被命名的各乡镇、村进一步巩固创卫
成果，加强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和
日常管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各级爱
卫会进一步加强对卫生乡镇、卫生村
创建工作的指导，着力解决影响群众
健康的突出问题，不断改善人居环境，
让群众享有创建成果。

安徽：信息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婷婷日前从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获悉，安徽省卫生
健康系统聚焦“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
少跑腿”推出一系列举措，激发了卫生
健康政务服务新活力。

据了解，安徽省卫生健康委联合
省生态环境厅推行跨部门联审联办改
革，实施“两评同审”“两证同发”的“套
餐式”办理。医疗机构可同时提交申
请材料，两部门同时审查、同时反馈办
理结果。通过事项同级办理、统一工
作标准等举措，确保行政审批流程通
畅、高效。同时，“护士执业资格证书
发放”“护士执业资格考试合格人员登
记表发放”，以及“全国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中、初级）省直考点资格证
书发放”事项实现“秒批秒办”，做到

“机器审、秒办理”。
安徽省卫生健康委还联合省人社

厅，推动实现长三角地区全国护士执
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者异地补办“护
士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本报讯 （记者郭蕾 特约
记者姚秀军）11月2日，北京市第
25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透露，11月2日0时至11
时，北京新增4名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这4名患者系一家人。
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流行病
学调查、实验室检测和密接者追
踪，对相关地区逐级采取封控管控
等措施，管理各类风险人群。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
主任庞星火表示，截至目前，本轮
疫情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病例35
例，其中确诊患者33名，无症状
感染者2名。北京市有高风险地
区1个，为昌平区北七家镇宏福
苑社区；有中风险地区2个，为昌
平区东小口镇森林大第家园社区
以及新增的天通苑北街道天通北
苑第二社区；其他地区均为低风
险地区。

庞星火提示，当前，全市疫情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疫情防控
正处在关键时刻，广大市民注意不
去中高风险地区出差、旅游，近期
非必要不出京，减少不必要聚会，
加强自我健康监测和个人防护。

发布会指出，近来，由于“人
机不符”、数据误差等原因，部分
市民群众反映被限制进京管控措
施“误伤”，影响了行程安排。北
京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收到
市民群众的申诉信息后，有关部
门会立即启动申诉复核机制，逐
人开展数据核查核验。经核验确
无异常的，会及时调整赋码状态、
解除进京购票限制；存在异常情
况的，将于48小时内向申诉人反
馈结果。同时，北京市将持续优化
进京管控措施，提升管控精准度，
畅通“误伤”人员救济渠道，更好
保障首都安全和市民出行便利。

北京多措并举改善进京管控

抗疫进行时

阻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
场与病毒赛跑的战斗。在疫情
发生地，有这样一群人，通宵达
旦紧张忙碌，只为第一时间发现
病毒和阻断病毒扩散。他们是
发现与拦截病毒的第一道防线。
请看今日第4版——

抗疫一线的
“病毒捕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