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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动态

本报讯 （首席记者叶龙杰）9月
26日，北京市医保局印发通知要求进
一步做好国家医保谈判药品落地试
点工作。通知提出，在该市药品“双
通道”保障工作的基础上，选取部分
门诊量大、国家谈判药品采购数量少
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展“双通道”管理
试点工作。此项政策将自 10 月 28
日起施行。

据了解，北京市选取门诊量大、
国家谈判药品采购数量少的23家定
点医疗机构参加试点，在其周边认定
1家定点零售药店（一院多址按医疗
机构需求进行认定）供应“国谈药”，
市医保经办机构与试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签订三方协议。定点零
售药店根据试点医疗机构诊疗需要，
供应试点医疗机构暂无法配备的治

疗必需“国谈药”。参保人员凭医生
开具的外配处方到协议药店购买“国
谈药”，发生的药品费用按医保规定
进行结算。

通知明确，“国谈药”在试点医疗
机构和协议药店执行统一的支付标
准和价格；参保人员门诊就医时，持
处方到协议药店购药的费用，参保人
员付清应由个人负担部分后，其余费

用由医保经办机构与协议药店直接
结算；参保人员住院期间到协议药店
购买“国谈药”，费用由参保人员垫付
或试点医疗机构垫付，个人垫付部分
由试点医疗机构给予报销，出院结算
时按基本医疗保险的有关规定进行
结算；在定点医疗机构总额预算管理
中，对试点医疗机构在协议药店发生
的“国谈药”增量费用，在医疗机构总

额外由医保单独清算；对符合疾病诊
断相关分组除外政策的“国谈药”执
行除外政策。

北京市医保局表示，推进“双通
道”试点工作，能为参保人员用药提
供更多选择，提升参保人员购药便捷
性。同时，此项试点工作可减少医疗
机构医药管理的运营成本，起到提质
增效的作用。

北京：“国谈药”落地有新举措
为23家定点医疗机构就近认定定点零售药店，开展“双通道”试点

本报讯 （记者郑纯胜）“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有序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
布局，促进医保、医疗、医药协同发展
和治理，加快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
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近
日，浙江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联
席会议办公室通知印发《浙江省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3年重点工作
任务》，从7个方面对浙江全省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

在加快构建有序就医和诊疗新格
局方面，《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实施医
学高峰攀登行动，推动建设市域医疗
高地，加快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新增

10家三级县级医院，新增省级县域龙
头学科10个以上；做实医疗卫生“山
海”提升工程，推广“牵头省级医院+
省市三级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的“1+X”组团式帮扶机制；深化县域
医共体改革，夯实基层卫生健康网底，
新增基层卫生人才定向培养医学生
1700人以上。

在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方
面，《重点工作任务》提出，推进公立
医院改革发展试点，稳妥推进基层医
疗服务价格改革；深化公立医院薪酬
制度改革，建立健全薪酬总量专项激
励机制；强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评

价，门急诊和住院均次费用增幅控制
在 5%以下，医疗服务收入占比达
34.5%；推进数字化改革，实现“健康
数据高铁”省市县乡村五级全面贯
通，协同建设全省统一的电子处方归
总和流转平台。

在巩固完善全民医保制度方面，
《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完善多层次医
疗保障体系，聚焦重点人群，扩大基本
医保覆盖面；深化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健全医保部门与医疗机构之间协商谈
判机制，强化预算执行刚性。

在健全公共卫生安全体系方面，
《重点工作任务》提出，推进疾控体系

改革，健全完善传染病疫情风险评估
和预警制度；推动省统筹区域传染病
监测预警与应急指挥信息平台建设；
促进医防协同、医防融合；健全分级分
层分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
体系，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在统筹推进相关重点改革方面，
《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实施老年健康
支撑行动，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
院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率达70%
以上；实施优生优育保障行动，深化普
惠托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试点，建立
全省人口长期均衡指标体系，落实省
市县人口监测预警；促进中医药传承

创新发展，争创公立中医医院高质量
发展试点，推进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
中心建设；加强综合协同监管，贯彻

“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推行
“首违轻微不罚”等柔性执法制度和非
现场执法。

在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方面，
《重点工作任务》提出，加强以全科医
生为重点的基层队伍建设，以“5年院
校教育+3年规范化培训”为主，结合
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本科医学生
等多种途径，培养培训适用型全科医
生1000人以上，培养高水平县级专科
医师100人以上。

《重点工作任务》还提出，在卫生
健康现代化综合管理平台中建设“三
医协同发展和治理行动”模块；全面
推进专项补助与付费购买相结合、资
金补助与服务绩效相挂钩的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补偿新机制；加强对加快
发展地区和薄弱领域、关键环节的投
入倾斜。

浙江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中国医大盛京医院
举行首期“大查房”

本报讯 （记者邹欣芮 通讯员
支欣）近日，一场打破学科壁垒、跨越
科室限制的学术交流在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盛京医院南湖院区举行。在该院
神经外科医生郑健作完“脑血管病介
入治疗新理念”的报告后，围绕报告内
容，多位医生、主任乃至医院领导频频
提问，讨论热烈。这是该院举行的第
一期“大查房”。

据介绍，“大查房”包括疑难病例
讨论、手术展示、技术创新、疾病治疗
进展交流、临床最新文献抄读、科研成
果展示、医疗核心制度解析、医疗质量
点评等多样化内容。在此次神经外科
的“大查房”中，神经外科全体医务人
员参与，10余位医生分别汇报了神经
肿瘤、神经内镜、儿童神经外科及神经
介入等亚专科内容，还邀请了病理科
副主任李晓晗团队及放射科副主任王
晓明团队分享了神经病理及神经影像
相关内容。

“大查房”对与会者特别是年轻的
医务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宝贵的学习
机会。中国医大盛京医院副院长吴安
华表示，神经外科的首期“大查房”让
所有与会者参与感、获得感都很强，下
一步还要邀请顶尖的专家进行经验交
流和分享。

重医附一院
加强“一带一路”合作

本报讯 （特约记者龙利蓉 张
立斌 通讯员姜佳妮）近日，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迎来7名土库
曼斯坦外科专家来院参观学习。专家
团通过手术观摩、教学查房、学术研
讨、实地参观等形式，全方位了解该院
骨科微创人工关节置换术、机器人辅
助骨科手术等特色技术。

重医附一院骨科主任黄伟教授介
绍，骨科今年获批重庆市人民政府外
国留学生市长奖学金丝路项目，将在
今年下半年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
员举办为期3个月的微创髋、膝关节
置换临床培训班，希望通过形式多样
的交流活动，推动我国骨科的国际学
术交流合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诊疗水平。

唐山市中医医院
开展文明礼仪培训

本报讯 （通讯员史爱华 特约
记者肖建军）近日，河北省唐山市中医
医院党委开展文明礼仪培训活动，旨
在进一步提升医务人员职业素养，改
善患者就医体验。该院窗口科室及临
床的医护人员11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从医院职业礼仪规范等方
面，生动阐释了文明服务礼仪的重要
性。通过培训，医务人员深化了对学
习文明礼仪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增强
了文明礼仪服务的意识和沟通能力。
医务人员纷纷表示，他们将以实际行
动做文明礼仪的践行者和传播者，把
文明礼仪融入日常工作中，提升服务
水平，促进医患和谐。

青大附院
远程医学分中心落户喀什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楠 夏莉
涓 通讯员杨婉羚）近日，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远程医学中心喀什地区中医医
院分中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
区中医医院揭牌。

喀什地处新疆西南部，由于地域广
阔，交通线路漫长，医疗资源分布不平
衡，看病难、看病远一直都是困扰基层
百姓的难题。为进一步推动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以对口帮
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为契机，与医院
签署了远程会诊合作协议。“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远程医学中心喀什地区中医
医院分中心的落地，不仅能让山东优
质诊疗经验融入喀什热土，更能让喀
什地区的各族百姓在家门口即可得到
山东知名专家的诊疗。”喀什地区中医
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李治纲说。

（上接第1版）

在多地交界

早上不到8时，家住苏州市吴江
区黎里镇的庞女士就开始往黎里中心
卫生院中医馆走。家门口的医院也要
赶早？“这里的医生本事很大，外地人
也来看的，很难挂号。”面对记者的疑
惑，庞女士解释。

到了一看，果不其然，中医馆里，
来就诊的人们已经摩肩接踵。附近北
厍镇的林女士7时30分就搭公交车
往这里赶。“手指麻木，经人介绍来扎
针灸，每隔一两天扎一次，今天第9天
了，好多了。”林女士说。

从苏州市区到这里治疗三叉神经
痛的张女士，此前已辗转多家医院。“脸
部肿胀，疼了7个月，服用西药后出现
便秘、抑郁等问题，同事建议我手术治
疗。”张女士坦言，自己在市里的医院
工作，因想保守治疗决定试试中医药，

“没想到在这里针灸治疗仅3个疗程就
好了很多，5个疗程就快康复了”。

更远的来自上海市的陈女士表
示，她和老公早上5时多就出门了。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治好了难缠的偏
头痛，太惊喜了！这次一定要坚持下
去，彻底巩固好。”陈女士说。

东临上海、西濒太湖、南接浙江、
北依苏州，黎里镇地处江浙沪交会的
金三角腹地，黎里中心卫生院充分利
用区位优势谋发展。

“我们这里的骨伤科发源于苏南

伤科八大家之一的闵氏伤科，20世纪
就凭传统手法和祖传秘方而疗效显
著，深得居民信赖。如今不断结合现
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创新发展，在中西
医结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骨
折、软组织损伤等方面手段独特，简便
效廉。”该卫生院副院长顾娟红介绍，
随着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政策实施，该中医馆的优势科
室不仅辐射本地居民，还吸引不少外
地患者慕名而来。

“一个患者带来一家人，一家人
带来一村人。我们院年中医诊疗已
近 10 万 人 次 ，占 总 诊 疗 人 数 的
60.91%。”顾娟红说。

在居民家门口

“……地黄地榆欧当归，瓜蒌芍药
和牡丹，苍术白术夏枯草，各显本领不
一般，白芷萱草百里香，一时半会数不
完。”吴中区越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活动室里，几十个孩子扮成小郎中、
小书生的模样，在医务人员带领下诵
读中药童谣，学习制作中药防病香囊。
这天，该中心正在举办中医药文化节，
除了中医药知识宣讲，一楼大厅还有
各种中医养生保健适宜技术体验、中
医猜字谜、中医药文创产品展示等。

中医馆内，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在
中医耳鼻咽喉科诊室前排起了长队。
该中心副主任顾孝华介绍，该科70%
就诊者是儿童。“我们通过中医针灸、
穴位治疗等方法，治疗急慢性鼻窦炎、
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等儿科疾病，
效果不错。”此外，该中心发挥中药敷
贴优势制作的生长贴、儿童哮喘贴等，
也深受家长欢迎。

在顾孝华看来，眼前的红火，是该
院立足本地、以特色求发展的努力效
果。“我们中心附近既有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也有市中医院，需要在夹缝中求
生存。”他解释，大医院有大医院的优势
和定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要做的
就是把家门口老百姓的需求找准、满足
好。该中心附近有不少中小学，近年来

中心着力做好儿童医疗保健服务，赢得
了口碑，人气很高。

与此同时，吴中区城区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的中医综合服务区里也是熙
熙攘攘，两排椅子上坐满了老年患者，
有的在肩膀上做着拔罐、有的脖子上
挂着艾灸盒。“年龄大了，浑身毛病，哪
里都疼，就过来做理疗了。”年过七旬
的患者沈奶奶一边做艾灸，一边热情
地介绍，“这里效果蛮好，5次艾灸只要
100多元钱。就在家门口，骑电瓶车5
分钟就到了，既方便又实惠！”

中医综合服务区墙上贴着粉丝
群二维码。副主任中医师金千华告诉
记者，微信群里都是沈奶奶这样的老
粉丝，“都是老街坊，他们聊家长里短，
我们也从中了解一下居民的生活习
惯、健康状况，顺便进行健康宣教，医
患关系很融洽”。

“我们中心附近都是老小区，辖区
有15.6万常住人口，其中65岁及以上
老年人有近2万人。老年人喜欢中医
药，很多老年常见病、多发病也正好是
中医优势病种。我们就瞄准这些特点

和需求发展业务。”吴中区城区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吴中区长桥人民医院副
院长莫建明说，该院中医馆所有医生
目前都会针药并用，接诊量逐年递增。

记者采访中得知，除了确定一院
一特色的发展方向，苏州市还持续出
台政策措施提升基层中医馆服务能
力。2018年，苏州市设立“吴门医派
进修学院”，建立起传统师承教育体
系，截至2022年年底，已培养基层中
医药人员128名。依托三级中医院适
宜技术培训基地，苏州市每年还会对
100名左右来自基层的中医药人才进
行培训。自2021年以来，全市二级及
以下医疗机构开展吴门医派名老中医
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坊）建设项目，截
至2022年年底，已建设工作室（坊）
31家。通过这些工作室的相关专家
到基层中医馆出诊，实现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通过在基层“师带徒”传承学
习，提升基层中医药人员技能和水
平。目前，苏州市大部分中医馆人员
充足，配备4名及以上中医类别执业
医师、护士1名、中药师1名。

一馆一特色 一院一新意

河南省人民医院
远程病理诊断突破10万例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晓华 通
讯员尹沅沅）近日，随着河南省人民医
院病理科主任医师胡爱侠完成舞阳县
人民医院提请的病理会诊，河南省人
民医院远程免费病理诊断例数突破
10万例。

基层医院病理从业人员紧缺、病
理科投入相对不足，是影响居民就医
体验的难题之一。为了让患者不出家
门就能得到省级专家的病理诊断服
务，从2015年年底开始，河南省人民
医院投入专项资金，大力推进远程病
理会诊系统建设，为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提供免费的远程病理会诊。近8年
来，该院病理科每月安排副高及以上
职称医师值班，24小时内完成基层医
院提请的病理会诊，平均每天接近40
例，全年无休。

为提升基层病理服务能力，河南
省人民医院还成立病理专科联盟，创
新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
采取远程医疗、人才培训、技术指导、
质控管理等举措，扎实开展医疗协作，
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截至目前，
该联盟成员覆盖省内外196家医疗机
构，先后培训基层医师3万余人次，开
展“订单式”现场指导活动120余次。

本报讯 （特约记者萧济康 通
讯员张慧慧 谭晴 杨军）近日，湖北
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中医药
发展大会，提出加快推进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华中药库”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

此次大会提出，进一步完善中
医药服务体系，推动创建20个国家、
省级中医临床重点专科，各县级中医
医院建成3个中医特色优势专科和1
个县域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中心，将中
医药服务比例提高到 80%以上；力

争到 2025年，二级以上公立综合医
院和妇幼保健院全面设置中医科，乡
镇卫生院、养老服务机构中医药服
务全覆盖。

据了解，恩施州地处武陵山腹
地，素有“华中药库”的美誉，拥有药

用植物资源 2258种，中药材资源种
类占湖北省的76%，是全国重要的道
地药材之乡和商品药材生产基地。
近年来，恩施充分利用丰富的中药材
资源优势，大力培育壮大生物医药产
业。截至2022年年底，恩施州生物
医药综合产值达200亿元，生物医药
企业达110余家，中药材种植、现代
医药工业、医疗大健康服务、医药商
贸流通的产业体系基本形成。此次
大会提出，瞄准千亿元目标，加强中
药材品质管控和市场监管，培育恩施
中药材品牌。

湖北恩施：升级中医药服务和产业

社区邻里节

9 月 25 日，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塔城
地区裕民县哈拉布
拉镇文化街社区举
办“ 花 好 月 圆 迎 中
秋”邻里节文艺会演
活 动 ，用 欢 乐 的 舞
蹈、优美的歌声展现
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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