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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考”强能力
写好医共体建设两张“答卷”

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党委书记
张忠其表示，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医
院主要通过精细管理“考核棒”和紧密
考核“指挥棒”，来力推医共体改革扎
实稳健推进。

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建设紧密
围绕《县域医共体建设运行绩效评价
考核工作方案》推行，突出体系建设、
机构发展和综合管理三大评价指标导
向，制定医共体内部的目标责任制考
核工作方案，加强运行绩效管理。

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建设实施
以来，总院“国考”再现佳绩，收治病种
数（DRG 组数）、疑难病比例（RW>
2）、三四类手术数、急诊人次数成倍
增加，CMI指数上升明显，住院人次
同比增长35%；成员单位调整“一院

一品”发展方向，即使受疫情影响，
2021年，医共体财务运行仍保持良性
发展。

医院还根据《县域医共体紧密程
度评价标准（试行）》和《县域医共体紧
密程度监测指标（试行）》相关细则，持
续推进医共体紧密程度建设。

目前，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内
基层就诊人次、下转住院人次逐年增
长，“两慢病”基层就诊率达90.01%；
牵头医院和基层单位医疗服务收入占
医疗收入比例、基层单位床位使用率
等指标逐年增长。

“双亮”浓氛围
深化医共体建设一个共识

为加强医共体建设和管理，嘉善
县中医医院医共体成立了质控、院感

等九大管理中心，以日常性抽查，定
期质控，年中、年末考核相结合，通
过业务数据分析、现场核查、问卷调
查等多种方式，对考核对象工作作出
评价。

据统计，2021年，嘉善县中医医
院医共体6家成员单位季度质控评分
同比上一年度平均提高24.1%。为切
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相关考核
成绩与各成员单位绩效奖励金额度、
领导干部评优评先、绩效工资总额等
8项内容挂钩。

张忠其表示，医共体强化考核结
果的运用，让工作干得好的人“露露
脸”，让履职不到位的人“红红脸”，推
动形成“人人争先、人人奋进”的干事
创业氛围，持续激发领导干部干实事、
干好事的强烈动力。

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嘉善县中
医医院注重打好“中医”和“心理精神
卫生”两张“特色牌”。依托总院拥有

的国家级农村针灸推拿康复理疗基地
和中医适宜技术培训基地，实施“中
医+品牌”战略措施，以技术帮扶、科
室共建、资金设备支持等方式推动分
院重点特色专科建设，帮助基层“强
骨”“赋能”“惠民”。2021年，该县县
域内就诊率达81.5%，比医共体改革
前增加了12个百分点。

强县域
总院综合能力实现蝶变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几年中，我们
感觉收获较大的是提升了总院的综合
能力。”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院长于
学斌表示，在医共体建设过程中，总院
从5个方面得到了提升。

综合影响力实现提升 2019年入
选全国重点发展500家县级中医院名

录；2019年全国二级公立中医医院绩
效考核中排名全国第42名、位列全省
第5名；2021年获中国县域“守正创
新中医院奖”；医共体案例入选中国现
代医院管理十佳典型案例；中医工作
先后被多家主流和行业媒体报道，并
在浙江全省会议上作独家交流；2022
年，迎来三级乙等中医医院评审大考，
交出优异答卷。

医疗水平实现质的飞跃 医院二
级学科全面发展，RW＞2，CMI快速
上升，技术指标达标15项，高于规定
标准50%；医院成功创建浙江省“十
三五”中医药临床重点学科1个，临床
重点专科2个，市中医药临床重点学
科2个；骨伤科、心内科、胸外科等学
科能力突出；儿科、内分泌科、消化内
科等学科特色明显；急诊科、脑外科、
神经内科、肿瘤科、介入科等学科快速
进步，医院急救能力大幅提升。

业务体量增幅明显 截至2022年
年末，门（急）诊总量约为80万人次；
针灸等中医非药物治疗比例长期位居
全省县级中医院第一位；骨科等手术
量居全省同类医院前列。

中医优势得到广泛认可 医院有
序推进“三名”工程，制定《发挥中医药
特色优势和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鼓励
和考核制度》，落实一揽子鼓励中医药
发展措施，在县域内建立起“1+9+N”
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
体系。

学科发展跑步向前 医院抢抓“双
示范”建设机遇，采取培养和引进相结
合，已培育各级、各类名中医8人、新
世纪后备人才2人，引入全国高层次
人才41名。

固成效
基层服务效能实现提升

“县域医共体建设的最终目的就
是要强基层，使群众更多选择在基层
看病、在家门口看病，让群众少得病。”
嘉善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孔垂峰表

示，近几年，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在
建设发展过程中，在基层服务效能的
提升方面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5个
方面。

建设阵地进一步稳固 医共体严
格贯彻落实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
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构、管理制
度、议事规则和办事程序，推进党建与
医疗工作紧密结合，实现内设机构党
组织覆盖率达100%。

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嘉善县中
医医院医共体内集团化管理、一体化
经营和连续式服务工作持续改进有成
效，资源共建共享，管理同质同标；
2021年，医共体检验共享409.5万人
次，影像诊断共享8.8万人次。

运行机制进一步顺畅 医共体各
成员单位领导班子统一由医共体党委
任命；已连续3年开展医共体卫生高
级专业技术资格统一评审和人员统一
招聘；医共体内的财务集中核算、统筹
运营。

数字化服务进一步拓展 医共体
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
革和数字化转型工作，近几年，多项卫
生健康数字化应用上线：“医共体健康
证‘数字化’办理”，“智慧接种”发出全
国首张预防接种电子证照，标志着浙
江省县共建预防接种“一件事”改革重
大成果落地生效；智慧医疗“云诊室”
实现30分钟预约，15分钟网络会诊，
15分钟落实治疗，全国23万知名专
家通过一根网线“坐诊”，累计服务患
者2700余人次。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档升
级 医共体内成员单位设立“全—专科
联合门诊”16个，全部常态化开展夜
间门急诊和一级手术；截至目前，50%
的基层单位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优
质服务基层行”活动，成功达到国家推
荐标准。

浙江省嘉善县中医医院：

书写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高分答卷”

图片由浙江省嘉善县中医
医院提供

近年来，浙江
省嘉善县中医医
院医共体建设聚
焦打造县域医共
体“一家人、一盘
棋、一本账”核心
机 制 体 制 ，强 化
牵 头 医 院 责 任 ，
推进资源有效融
合 ，高 分 考 好 医
共体建设运行绩
效考核和医共体
紧密程度考核“两
张卷”。如今，该
院牵头打造的“城
乡 一 体 、服 务 连
续”整合型医疗服
务体系成为县域
医共体建设的“金
色名片”。

2022年10月27日，嘉善县中医医院医共体天凝分院联合病房启用，使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可以享受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通讯员 秦跃庭 柴春瑜
蒋珠熠

本报记者 郑纯胜

□实习记者 段梦兰
本报记者 赵星月

近期，多地医疗机构依托互联网
医院提供线上全流程就医服务，并开
通线上新冠病毒感染咨询窗口或发热
门诊，为患者提供治疗康复指导和心
理支持。

线上续方

近日，因感染新冠病毒居家隔离
的陈女士，通过广东省人民医院5G互
联网医院为家中老人完成线上续方。

家中老人患肾病多年，并有多种

基础疾病。前几天，眼看到了去医院
为老人续方开药的日子，陈女士因出
不了门，非常焦急。了解到广东省人
民医院 5G 互联网医院提供线上复
诊、续方服务后，她马上上线咨询。

“您别担心，老人按时用药就可
以。”接诊的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医
生详细询问了老人近期身体情况，并
基于老人以往的就诊记录和服药情
况，为其完成线上续方。次日，医院还
将腹膜透析液配送到陈女士家中。

据悉，广东省人民医院 5G互联
网医院的诊疗服务涵盖 72个专科，
全院有 1221名医生、药师在线。为
保障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心理健康，心
身医学、双心疾病诊疗等专科医生也
上线服务。医院逾千种药品可在线

续方，普通药品在全国范围内免费配
送到家。

在线解答

近日，安徽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开通
线上“发热咨询门诊”。

“患者咨询最多的问题是发烧了
怎么吃药，新冠病毒感染者怎样居家
隔离，家人怎样做好防护等，涉及老
人、孩子、孕妇、基础病患者等特殊人
群。”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吴
敏说。

该院门诊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应对新冠病毒和冬季呼吸道传染病的

感染高峰期，“发热咨询门诊”提供免
费网络问诊服务，为有需要的患者提
供科学居家治疗及用药建议。

“我连续发烧3天，今天38.4摄氏
度，怎么办呢？”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互联网医院上，一位患者使用“新冠咨
询”的新功能，向医生咨询求助。该院
医务部主任周传利介绍，患者准确描
述病情后，即可等待线上医务人员回
复，医院要求医务人员准确、详尽回
答；如果问题复杂，线上不能得到解
决，患者需要线下及时就诊。

“医院‘新冠咨询’窗口每天有25
名医生轮值在线。为此，医院招募了
有新冠防护、救治经验的专家，如来自
重症、呼吸科的医生。目前，每天有
200多条来自患者的信息，缓解了线

下就诊压力。”周传利说。

24小时接诊

在湖北省武汉市，45岁的张女士
因感染新冠病毒居家隔离，没想到胃
病发作，疼痛难耐，家中却无药可用。
张女士线上预约后进入“武大云医”候
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医生在

“云诊间”和张女士“相见”，根据她的
既往病史及目前身体状况开出药方。
药品很快通过快递送到张女士家。

该院门诊部副主任刘靖介绍，“武
大云医”提供24小时“云接诊”服务，医
生可线上开具检验、检查单，普通检验
检查项目患者支付后即可来院检查。
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无法线上问诊怎
么办？刘靖说，“武大云医”允许单个
注册账户最多添加5位就诊人，协助家
人享受健康医疗保障“云服务”。

与医院里的一间间诊室一样，“云
诊间”也让患者感到安心。近日，四川
省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启动线上义诊，
向居家患者提供线上免费咨询、免费复
诊服务。义诊结束后，互联网医院还
将持续为患者提供咨询、问诊服务。

就诊，“云上”相见

□本报记者 郭蕾
特约记者 仰东萍
通讯员 姚永玲

“在我女儿分娩期间，贵院的医生
和护士细心照顾，使她的身体得到了
很好的恢复，宝宝也十分健康，谢谢你
们。”日前，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工作
人员收到一封来自患者母亲的感谢
信。怀孕39周的李女士因感染新冠
病毒伴胎动异常，进入北医三院进行
治疗，随后顺利分娩。看到女儿和外
孙平安，李女士的母亲难掩内心感激，
给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

在疫情防控新形势下，北医三院
调整诊疗流程，优化诊疗区域布局，创
新服务模式，满足群众就医需求。

扩容接诊空间

患者进门不再扫码，不再查验核
酸和抗原检测结果，配合医务人员完
成测温、安检后，就可以正常进行诊
疗。面对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北
医三院统筹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动态
调整防控策略。

医院改造急诊、发热门诊，进一
步提高重症患者救治能力。北医三
院党委书记金昌晓表示：“前一段时
间，成人发热门诊的日接诊量为
80～100 人 次 ，近 期 已 经 增 长 至
500～520 人次，医务人员面临较大
压力。”

为应对发热患者增多的情况，北

医三院调配医务人员支援发热门诊。
“医务人员24小时倒班，不同科室工
作人员在上岗前接受强效培训，熟悉
掌握发热患者就诊及处置流程、发热
门诊感染防控要求等。”金昌晓说，

“我们还进一步优化发热患者预检分
诊流程，通过加开诊室、建立发热方
舱诊室、设立便捷发热门诊等方式，
扩容发热患者接诊空间，减少患者等
候时间。”

实行分区管理

对于老年人、儿童、有基础性疾病
患者、孕产妇、血液透析患者等特殊群
体，北医三院通过分区管理，持续为患
者提供服务。

北医三院优化发热孕产妇就医流
程，设立临时专用诊区，方便发热孕产
妇就诊。该院肾内科扩大改造血透
室，实行分区管理，对阳性患者进行隔
离透析，满足患者治疗需求；病房设置
相对独立区域，收治新冠阳性患者；增
加重症监护病房，保证阳性患者和危
重症患者救治。

“自今年11月以来，医院疫情防
控处置工作组一直24小时在岗，先后
召开疫情处置工作会60余次，因时因
势调整防控举措。”金昌晓说。

在满足群众就医用药需求的基础
上，北医三院还把关心关爱医护人员
落到实处。金昌晓介绍，医院成立职
工关爱小组，及时向医护人员发放防
疫物资，慰问被感染员工，并及时调配
人力，保证医护人员休息。

线上常守护

患者周女士在新冠病毒感染急性
期后一直咳嗽，了解到北医三院互联
网医院提供“新冠问诊”服务后，在线
上联系到该院呼吸内科医生刘贝
贝。经过细致询问病情，刘贝贝为周
女士进行了诊断，并嘱咐后续康复注
意事项。

金昌晓介绍，患者在“北医三院”
App实名注册后，可就新冠相关症状
进行首诊，完成线上诊疗。北医三院
互联网医院同时为孕产妇、儿童、肿瘤
患者、透析患者等特殊人群提供重点
保障，对慢性疾病患者提供复诊服
务。在24小时复诊服务的基础上，互
联网医院增加实时接诊功能，动员
医务人员尤其是居家医生实时在线
接诊。

“作为北京市互联网诊疗质量控
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委员单位，北医三院
互联网医院注册患者数已达到118万
人，累计完成互联网诊疗和线上咨询
33万人次；日均接诊2000余人次，单
日开具互联网处方量最高达1737份，
物流配送药品1320单。”金昌晓说。

救治，多想一步
优化流程 保障就医

陕西汉中将发放
“健康爱心包”

本报讯 （记者张晓东 特约记
者付润东 魏剑）近日，陕西省汉中市
市长、市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张
烨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向重点
人群免费发放“健康爱心包”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统筹各方力量和资
源，在全市开展向重点群体免费发放

“健康爱心包”活动。“健康爱心包”包
含退烧药品、医用防护口罩等，将通过
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站和村卫生室，优
先向0～6岁婴幼儿、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60岁以上有基础性疾病老人，以
及低保、特困、独居等群体中居家治疗
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免费发放。

四川绵阳“爱心包”
温暖一线医务人员

本报讯 （特约记者喻文苏）近
日，四川省绵阳市开展情系一线医务
防疫人员慰问活动，为绵阳市2万余
名战斗在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发放

“爱心包”。
该市卫生健康委、商务局等有关

部门组队前往市中心医院等5家市级
直属医院，看望慰问一线医务人员，送
上“爱心包”。据介绍，市商务局选定
数家企业提供的米粉、腊肉、水果等，
准备了超过2万份“爱心包”。

河南洛阳共享药箱
覆盖590个社区

本报讯 （记者李季 通讯员陈
志强）近日，由河南省洛阳市创建办、
文明办等单位联合发起的“共享抗疫
药物 你我守望相助”大型暖冬公益活
动走进该市各大社区。截至目前，该
市共有 590个社区参与共享药箱活
动，基本实现社区全覆盖；1万名社区
居民积极行动，主动将家中的闲置药
品和防疫物资捐赠至社区共享药箱，
30余万名居民从中受益。

在社区设立共享药箱的过程中，
洛阳市不少文明单位及志愿者团体主
动作为，为社区共享药箱提供配送志
愿服务及药品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