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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动态聚焦乡村医疗能力提升

□特约记者 萧济康
通讯员 龚晓红 黄桂英

“村里张医生一听说我胸口持续
疼痛，就给我做了心电图检查。刚做
完还没3分钟，县里专家就反馈我是
心梗，情况很危急。于是，张医生迅
速联系乡卫生院将我转到县里做手
术，现在恢复得蛮好！”近日，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磨坪乡天井坪村张琼
突发心前区不适。村医通过心电图
机检查、上级医院会诊，明确其为心
梗患者后，迅速启动县乡村三级胸痛
患者救治绿色通道。因救治及时，张
琼恢复良好。

秭归县地处鄂西山区，素有“七
山八水半亩地”之称，交通不便、基
层急救资源紧缺等因素成为制约山
区居民胸痛救治的短板。该县因地
制宜，铺就山区特色心血管疾病救

治高速路。

织就“护心”
一张网

在秭归166个村中，有30%的村
到所在镇卫生院需要1个小时以上车
程，最远的村车程超过3个小时。秭
归县于2022年为全县166个村卫生
室配发12导联心电机，并提档升级区
域远程心电系统。

“2022 年共完成远程心电会诊
2.6万例，真正实现了‘数据跑路’替代

‘群众跑腿’。”秭归县信息管理中心负
责人王国训介绍。

秭归县同时将心电信息系统与公
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医院信息
系统、乡镇卫生院移动体检站和村卫
生室智能健康服务包等系统有机整

合，与省市居民健康大数据平台稳步
对接，形成居民身份证号唯一识别码，
对胸痛患者的健康随访和胸痛救治数
据收集、研判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打造黄金两小时
急救服务圈

“今年3月，我被医院下派到两河
口镇卫生院驻点急救站，工作重点是
指导对心梗患者的规范急救转运。我
到这里后已经陆续规范转运和救治
10多名心梗患者了。”秭归县人民医
院下派两河口镇急救站的心内科医生
熊威伟介绍，“长江天堑将县域分成南
北两岸，给胸痛患者急救黄金两小时
救治带来极大挑战。2022年，县里布
局‘一主两次’区域胸痛救治服务格
局，依托县医院搭建县城区域胸痛急

救圈，在长江南北两岸的两河口镇和
归州镇设置胸痛患者转运急救站，并
按照‘一医一护一急救车司机’标配驻
点急救转运。我就是此次下派急救队
伍中的一员，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乡
镇医院和救护车上确诊即溶栓的目
标，能在30分钟左右就开通堵塞的血
管，持续缩短胸痛两小时急救黄金时
间范畴。”

健全三级联动
胸痛急救体系

“以前，我们遇到胸痛患者就及时
上转，后期随访也是各个医院自己开
展，未形成合力，现在都规范起来了，
有了一套章法。”沙镇溪镇中心卫生院
副院长张桂林介绍，“我们现在成立了
一支专业救治队伍，还定期组织参与

各种培训提升对胸痛患者的处置能
力，县乡村建立了一套统一规范的救
治流程，每一级医疗机构救治、转运、
宣教、随访职责都有细分、考核；统一
规范建立了胸痛诊室，配齐了胸痛检
查设备、急救药品等，并在公路沿线、
文化广场、医院的醒目位置统一设置
胸痛急救标识。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
协作能力大幅提升，胸痛急救绿色通
道更为通畅。”

2022年，秭归县11所乡镇卫生
院全部通过胸痛救治单元创建，县乡
村三级医疗机构胸痛急诊急救能力显
著提升；年均紧急救治心血管疾病患
者2000余人，胸痛患者300余例；自
2022年以来，成功救治急性心肌梗死
患者 300 余例，乡镇卫生院溶栓 22
例，村卫生室筛查心电图1000余例，
及时转运心血管疾病患者20余人，有
效降低了基层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致死
率、致残率。

湖北秭归：铺就山区胸痛救治高速路

霍城县是伊犁河北岸一个有
着 30多万人口的农牧业大县。
12年前，记者曾来到位于西北边
境地区的霍城县采访，追记优秀
乡村医生糟兰香。

8月6日，“健康新疆·边关万
里行志愿服务”团队的专家走进
霍城县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深
入了解乡村两级基本公共卫生和
医疗业务的开展情况，并为规范
农村居民的健康管理建言献策。

这里农村地区的发展和变化
让人感到欣喜。在大西沟乡苜蓿
台子村，笔直平坦的156乡道穿
村而过，两旁的果树、良田、草场
郁郁葱葱。四室分开的标准化村
卫生室，就修在了公路旁，外墙被
粉刷成温暖的紫色。

十几年前远非如此。当时，
近3000平方公里的霍城县域内，

铺通柏油路的村子尚没有几个，汽车
行驶在沙石土路上，尘土一路飞扬，车
内很快也会落一层灰尘。有些村卫生
室还设在村医家里，一个药箱、一匹马
几乎是村医出诊的标配。

30多岁的许文良、杨亚萍夫妻是
苜蓿台子村卫生室的村医。“村里的常
住人口有2000多人，65岁以上的老
年人有206人，纳入管理的糖尿病患
者有 90人，高血压患者有 230人。”
许文良拿着一个平板电脑说，从今年
年初开始，村民的电子健康档案实现
了移动化，他每一次接诊、随访都能
即时更新。而且，在这个名为“移动
公卫”的信息系统中，还可以看到村
民近几年在县内公立医疗机构的诊疗
记录。

同样在今年年初，霍城县运行“心
电一张网”，全县60多个村卫生室都
配备了可穿戴式心电检测设备，通过

无线数据传输，由霍城县第一人民医
院心电诊断中心统一判读和反馈诊断
结果。“做完检查三五分钟就能得到反
馈结果。”许文良说，有了这个设备后，
他已经给 7位村民做过心电图检查
了。其中，有一人的反馈结果为黄色
预警，很快就到上级医院完成了进一
步治疗。

在当年的莫乎尔乡开干村，因防
控突发的脊灰疫情，52岁的糟兰香医
生背着药箱连日奔波劳累，最终因心
梗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今昔情形对
比，令人不禁心生感慨。

作为来自大医院的专家，新疆医
科大学第六附属医院全科医学科崔永
健副主任医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于学涛副主任医
师，看到农村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都
直呼“没想到”。

苜蓿台子村卫生室共配备了157

种药品，全部为基本药物。“高血
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常见慢性疾
病用药，品种都比较齐全，有些规
格甚至跟城市大医院都是一样
的。”崔永健仔细查看药房后给出
了自己的建议，“抗凝的药物可以
再配上几种，让医生和患者都能
有更大的选择余地。”

村里有位患者一直让许文良
有点头疼，为此他特意邀请专家
一起随访，上门做健康教育。71
岁的田治国大爷同时患有高血压
和糖尿病，但吃饭就是不愿忌口，
降压药也不愿多吃。“你看，你的
腿和脚都有点浮肿了，这可是心
衰的表现。”崔永健告诉田大爷，
一定要听村医的话，联用两种降
压药，及时调整饮食，把血压、血
糖指标控制得更好，以降低严重
并发症的风险。一番健康宣教
后，田大爷喃喃地说：“专家的话
可得听。”

杨亚萍说自己是“疆三代”，
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民间中
医，许文良是她在内地卫校读书
时的同学。“我们一家四口都在村
里落了户，就把根扎在这里了，向
老一辈村医学习，一直守护我们
的村子。”杨亚萍说。

8月6日 多云 大西沟乡苜蓿台子村

“一直守护我们的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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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刘志勇
通讯员 张玉娟摄影报道

无锡妇保院
产科门诊病房一体化管理

本报讯 （通讯员陈黎栋 特约
记者程守勤）江苏省无锡市妇幼保健
院针对网友反映的产科门诊“候诊管
理欠到位”问题，创新开展“门诊病房
一体化管理”。近日，该院的这一创新
案例入选无锡市“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典型案例，是15个典型案例中卫生健
康系统唯一入选案例。

据介绍，2022年 4月，无锡市妇
幼保健院组织多部门现场调研，围绕
提升孕妇产检体验感和满意度，提出

“产科门诊病房一体化管理”创新服务
举措。从首诊开始，在征得孕妇本人
同意后，一体化管理医护团队针对其
孕期、待产期、产后保健期等阶段建立
相应微信工作群，实施线上群组化母
婴保健管理。从产前至产后42天，一
体化管理医护团队全员负责在线为孕
产妇提供线上咨询服务。孕妇从产检
到分娩，由固定团队的产科医生接诊，
接受专病病区团队管理。异常的孕妇
由受过专科培训的团队在门诊给予孕
期保健、风险评估、预防治疗，直至进
入病区住院分娩。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
紧抓“三聚焦三提升”

本报讯 （特约记者袁依凡）“以
前，我做产检要跑一趟，找医生看报告
又要跑一趟；现在，可以一趟全搞定！”
近日，怀孕31周的福女士在江西省妇
幼保健院免费接受了胎儿六大畸形超
声常规检查。她在便民门诊仅花费3
元挂号费，就经由绿色通道顺利抵达
免费筛查专用B超诊室；之后，只需在
手机上进入互联网医院就可在线向医
生咨询。

据了解，江西省妇幼保健院把主
题教育同解决医院事业发展的突出问
题结合起来，同解决看病就医急难愁
盼问题结合起来，聚焦公众就医需求，
提升医院工作实效；聚焦优质资源下
沉，提升基层诊疗水平；聚焦重大项目
建设，提升区域服务能力，施行系列惠
民便民举措。该院建立医疗保障一体
化服务中心，提供办理出生证、医保
卡、上户口、生育津贴一站式服务，实
现医保业务“就近办、一次办、快捷
办”；在手术室和产房门口打造家属温
馨放松等候区；开展医防融合能力建
设项目，已组建12个家庭医生团队，
签约多个社区；与600余家单位互联
互通，组织专家160人次赴21家县级
医疗机构开展联盟工作。

海南省人民医院
“开门纳谏”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泽林）海南
省人民医院近日召开首次“开门问政、
开门纳谏”会议，该院300多名临床医
技科室、职能部门代表参加会议。

会上，职工提出学科发展、人才
引进与培养、职称评聘、设备设施、绩
效薪酬、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90
余项。

海南省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钟
文菲说，“开门问政、开门纳谏”既是
一次对民情民意的了解，也是一次对
职能部门的考核。职能部门在推动
工作落地落实的具体过程中存在哪
些问题，流程是否畅通，职工是否满
意，在与职工面对面的沟通中能够得
到检验。

该院党委书记姜鸿彦表示，将持
续化开展“开门纳谏”活动，继续倾听
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使职工建言献策
渠道进一步畅通，对职工提出的问题
逐一建立问题台账，持续跟踪督办，确
保“事事有回声、件件有着落”，切实增
强医院职工的获得感、归属感。

广东珠海首批
专病诊疗中心成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刘星近日从广
东省珠海市卫生健康局获悉，珠海市
首批16个专病诊疗中心挂牌成立，分
别建在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
和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据珠海市卫生健康局副局长柴宏
亮介绍，成立专病诊疗中心，旨在以患
者为中心，以疾病为链条，建立“单一
疾病、多学科诊疗”的服务模式。围绕
发病率较高及严重危害群众健康的重
大疾病，医院通过整合优势学科资源、
深化亚专科发展，纵深推动整合式医
疗服务模式发展。各专病诊疗中心均
以疾病、临床表现、诊断等进行命名，
如儿童身材矮小中医专病诊疗中心、
肝癌精准诊疗专病中心、肺结节专病
中心等。专病诊疗中心便于患者根据
需求选择就医，专病关联学科的专家

“多对一”诊疗，为患者制订全流程诊
疗及康复方案。

河南邓州获
“中国中医之乡”称号

本报讯 （记者李季）近日，中国
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国民
族卫生协会、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
国家开放大学生命健康学院联合授
予河南省邓州市“中国中医之乡”称
号。据悉，邓州市是全国唯一获此称
号的城市。

邓州市1989年成立了全国第一
家县级中医药管理局，是全国首批

“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之
一，是《汉江生态经济带发展规划》确
定的中药材种植基地。目前，该市拥
有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近3000人，
有68家中医类别医疗机构，28家乡
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
实现全覆盖，95%以上的卫生室可提
供中医药服务。

邓州市市长黄登科表示，该市将
持续加大对中医药发展的投入力度，
弘扬好中医药文化，不断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做大做强中医药产业。

（上接第1版）
“运用‘大保健’服务理念，开辟了

连云港市婴幼儿养育照护服务的一块
新领域。”提及保健和临床的融合，连
云港市妇幼保健院院长邵亚玲高兴地
介绍着变化，如今全员“大保健”服务
意识逐渐增强。成绩是最好的说明：
在2021年度国家妇幼保健机构绩效
考核中，该院获得了国家监测指标等
级A+的好成绩，冲进全国前50名。

“大保健”摒弃了以往以临床为导
向的功能定位，以保健为核心重塑院
内流程，将三级预防和保健结合：一级
群体保健主要包括疾病咨询、保健知
识与健康宣教等；二级个体保健主要

包括疾病检测、筛查及初期处理等；三
级配套医疗保障主要包括疾病临床诊
治。“扭转了以前‘小保健’（仅指一级
保健）、‘大临床’（二级、三级保健）的
功能定位，院内科室不再以保健和临
床划分功能，也就是所谓的大部制改
革。”邵亚玲说。

妇幼保健院职能特殊，既有临床
又有保健，涉及的领域多、部门多，大
部制改革对明确妇幼保健院的功能定
位和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有专家表
示，妇幼保健机构改革作为医疗卫生
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若大部
制改革顺利，将会成为以健康为中心、
防治结合的案例，对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有参考借鉴价值。
7年前，该院以科主任竞聘为契

机，先行启动了院内大部制改革的探
索。为解决部分科室之间业务交叉、
流程梗阻、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该院
通过整合优化保健与临床资源，设立
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儿童保健
部，涉及51个科室、18个病区。

调整后，以项目带动保健与临床
相融合并延伸医疗保健服务成为该院
一条硬指标。医院要求各部搭建保健
与临床相融合载体不低于1条，并形
成品牌化项目。比如，在组织创建国
家级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过程中重
点扶持儿童康复科，联合儿童健康管
理科、儿科以及孕产保健部中的胎儿
期保健等多学科参与创建，促进保健
与临床的无缝衔接。

邵亚玲表示，保健与临床相互转
介是考核的重中之重，医院梳理了保

健、临床科室间转介服务项目，制定了
转介服务考核方案。比如，针对日间
手术、一日病房等项目建立了专项考
核制度，并制定了部内保健和临床
AB角工作模式。

政府支持是坚强后盾

临床与保健的深度融合，离不开
政府的支持。妇幼健康服务机构是具
有公共卫生性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公益性事业单位，也就是说，它既不同
于综合医院，也区别于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是第三类走复合医学道路的独
立发展体系，而这特别需要政府的
支持。

在连云港，有一个连续7年纳入
全市民生实事项目的工程——“健康
宝贝工程”。董青介绍，政府已累计在

该项目上投入4752.68万元，共发现
染色体异常胎儿191例，累计为社会
节约资金78704.39万元。更为重要
的是，孕妇产前筛查率由2017年的
71.08%增长至目前的 98.75%，新生
儿疾病筛查率、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
筛查率稳定在99%以上。

“健康宝贝工程”主要目的是编
织出生缺陷防治网。目前，连云港市
通过评审共设立了 106家建卡发券
机构（为孕产妇提供建卡服务的乡镇
卫生院/社区中心等），121个筛查采
血机构、30个先心病筛查机构、9个先
心病诊断机构、8个听力筛查机构、6
个婚前医学检查机构和1个产前筛查
（诊断）中心，形成了覆盖市—县—乡
三级机构的全市出生缺陷防控的网络
体系。

与此同时，该市还有另外两个工
程：关注母婴健康的“健康妈妈工程”

和打造生殖健康全链条的“健康生殖
工程”。其中，“健康妈妈工程”实施
后，已建成省、市级孕产妇及新生儿危
急重症救治中心8个，设立24小时专
用急救电话，孕产妇及新生儿危急重
症救治中心实现了辖区全覆盖。

“主要是政府参与，市县区财政投
入，医保和残联等部门、团体支持，个
人只出比较少的一部分资金。”董青表
示，连云港不属于经济发达地区，财力
有限，但是政府愿意拿出真金白银解
决民生问题。“当然，数据已经证明，这
种投入产出比是划算的。”

“今年开始实施‘健康宝贝’提升
工程，将原来二级预防的孕前检查和
三级预防的新生儿检查等再往前延伸
至婚前检查。”未来，妇幼健康领域要
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董青说，不管任务
有多艰巨，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向前走，
准没错。

保健与临床深度融合

医生在开展慢性病患者健康随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